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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汹汹”几时休
——— 权威专家解读今冬流感四大疑问

国家统计局1月１０日发布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ＣＰＩ）同比上涨１．８％，全年ＣＰＩ比上年上涨１．６％。食品价格下
降和服务价格小幅走高，是去年物价温和上行的主要原因。２０１８年物
价走势如何？专家进行了“会诊”。

CPI连续９个月处于“１”时代

数据显示，去年１２月份ＣＰＩ同比上涨１．８％，环比上涨０．３％。全
年来看，ＣＰＩ同比涨幅连续９个月徘徊于“１”时代。

去年１２月份，从环比看，随着天气转冷，鲜活食品价格明显上
涨。鲜果和鸡蛋延续上月涨势，涨幅均超过５％，猪肉、水产品和鲜
菜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涨幅均在１％左右，五项合计影响ＣＰＩ
上涨约０．１９个百分点，是影响当月物价环比变动的主要原因。

ＣＰＩ同比变动则主要受到服务价格上涨拉动：去年１２月份医疗保
健、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６．６％、２．８％和２．１％，合计影
响ＣＰＩ上涨１．３７个百分点，占非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程度的七成以上。

从全年看，２０１７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１．６％，比上年
的２．０％回落了０．４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分
析，去年食品价格下降１．４％，是自２００３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主要
受猪肉和鲜菜价格下降较多影响。

回顾２０１７年，在节假日因素推升食品、交通、服务价格及成品油
调价影响下，去年１月份ＣＰＩ同比上涨２．５％，环比上涨１％，是全年
高点。由于春节后消费、旅游需求回落及翘尾影响减弱等因素，２月
ＣＰＩ同比涨幅回落至０．８％，是全年低点。

在随后的月份中，受服务价格整体小幅上行，猪肉、鲜菜、鸡
蛋、旅游、家庭服务等价格季节性波动影响，通胀幅度总体呈逐月小
幅扩大趋势，在个别月份略有回落。

消费升级推升服务价格小幅上升

在业内人士看来，服务价格小幅上升，既是影响去年物价的主要
原因之一，也折射相关供给增加以及居民需求升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
析，八大类商品服务中，去年涨幅最大的是医疗保健，上涨了６％。
一方面，我国正在推行医疗改革过程中，短期内部分药品价格有所上
涨；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百姓对身心健康更为重视，扩大
的需求也推动了服务价格的上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
出增长１３．２％，其中，人均报销医疗费增长１４．１％。

此外，家庭服务、教育、旅游等服务业价格涨幅相对较高。携程
旅行网反馈，去年预订中高端旅游产品游客增多，体现百姓不断增长
的休闲需求，这也倒逼业者增加优质供给。

微观层面居民需求的变化反映在部分宏观指标中。去年前１１个月，
体育娱乐用品类、化妆品类等体现消费升级的商品消费增幅明显扩大。
此外，去年全年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维持在高于５０％的景气区
间。邮政快递业、互联网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呈现扩张状态。

２０１８年通胀水平预计总体温和

从近期来看，受春节临近及寒冷天气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食品价
格将有所上涨从而推升ＣＰＩ涨幅。从中长期来看，在国内需求平稳、
货币政策稳健的大背景下，２０１８年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胀压力。

山东滨州中玉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民松表示，近期由于全国
各地雨雪天气影响运输，加之临近春节百姓购置年货需求增加，生猪
和蔬菜价格在节前或有小幅上涨。

而从中长期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等专家认为，国内工
业品上游产品价格涨幅可能会向下传导；居民收入增长意味着劳动力
成本有所上升，需求升级带动相关商品服务价格提升等，这些因素或
成为推升物价水平的动力。

不过，专家也认为，２０１８年，国内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胀压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分析，去年全球经济整

体复苏，此前多国采取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将在今年有所收紧，输
入性通胀压力不会太大。

多位专家预计，在较低基数的基础上，２０１８年物价涨幅预计较
２０１７年将有所扩大，但通胀水平总体温和。

（据新华社上海１月１０日电）

一降一升

２０１７年CPI温和上行
专家预计今年通胀水平总体温和

入冬以来，我国多地流感呈高发态
势，有的学校班级停课。今冬的流感真的
更“流行”吗？这波流感如何防治？“流
感季”什么时候会结束？记者就此采访了
有关专家。

疑问一：

流感为何这样重？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当前北半球
进入流感高发阶段。北美、欧洲等地的流
感病例数量明显增多。

我国也成为今年冬季流感“重灾区”
之一。中国国家流感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2017年第52周，我国南、北方省份流感活
动仍均处于冬季流行高峰水平，且仍呈现
上升趋势。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已达往年
高峰水平。

“此次流感大流行是由于多重因素
叠加导致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
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就我国流感流行情况
介绍说。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目
前检测到的主要流感病毒为一种乙型病
毒，而这一优势毒株已有多年未成为优
势毒株。“这种乙型病毒多年在人群中
传播感染人数较少，整个人群对它的免
疫力低，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在人群中
造成传播发病人数大量增加。”气候、
气温、人员流动等其他因素也使这次流
感暴发“雪上加霜”。

此外，按照世卫组织推荐，我国今年
采用的是三价流感疫苗，包含甲型流感
（包括H3N2和H1N1）和乙型维多利亚
系流感病毒株，但包含此次流行的乙型病
毒株的四价流感疫苗还未上市，正在等待
审批。

疑问二：

家门口看病靠谱吗？

“早上5点起来排队挂号，花了几个
小时才最后拿到药回家”“医生也累得够
呛，早中晚班24小时连轴转”……有群众
反映，多地流感患者“扎堆”大医院，发
热病人门急诊人满为患。

多地儿科门诊专家认为，其实约有
六成就诊患儿得的是普通感冒，无需到
大医院看急诊，但有的家长看到孩子病
情来势凶猛，往往就慌了神，总想着在
大医院看过才放心，这无形中占用了过
多急诊资源。

早在2005年，我国就建立了医疗机构
发热病人预检分诊制度，目的是及时发现
并分检出重特大的传染病病人，特别是呼
吸道传染病病人，排除传染病的普通发热
患者可留在基层进行常规诊断和治疗。

此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诊
治力量不足也是一些地区患者“扎堆”大
医院的主要原因之一。为让基层医疗机构
加大收治病患的能力，国家卫计委正重点
培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掌握诊疗
知识和工作流程，提高对流感病例的早期
识别、早期抗病毒治疗的意识和能力，减
少重症发生。

同时，各地卫生计生部门也在促进家
庭医生等基层健康“守门人”加大健康宣
传、健康教育，普及流感防治核心信息，
让百姓从自身做起做好流感防控。

就此次流感暴露出的一些地区儿科医
护人员不足的现状，专家表示，这需要进
一步建立健全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完善医
疗机构内部管理机制，细化好、落实好分
级诊疗制度建设，合理分流患者。

疑问三：

重点人群如何防？

流感如何科学预防？冯子健说，在流
行的高峰季节老年人要尽量减少到公共场
所活动，减少人员接触。注意勤洗手等其
他个人卫生措施。如果要到公共场所活
动，特别是高危人群，要戴口罩，这能起
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措
施。冯子健说，老人、孩子、孕妇、慢性
病患者要优先接种疫苗，以保护这些高危
人群。

得了流感用什么药？焦雅辉表示，当
前对于普通流感的治疗有口服药物奥司他
韦（达菲），还有扎那米韦吸入粉雾剂，
这两年我国又研制成功了对于重症流感患
者使用的、可以静脉治疗的帕拉米韦。

针对有群众反映的部分地区抗病毒
药物短缺问题，焦雅辉表示，为保障奥
司他韦、扎那米韦等抗流感病毒药物供
应充足，各地将为医疗机构开启临时采
购通道，保证抗病毒药物及时足量供
应。国家层面会加强后续措施落实情况
的跟踪。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专家表示，奥司他
韦等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是流感的有效治疗
药物，早期尤其是发病４８小时之内应用抗
流感病毒药物能显著降低流感重症和死亡
的发生率。

疑问四：

“流感季”几时休？

中国疾控中心流感监测情况显示，当
前，我国南、北方省份均处于季节性流感
的流行高峰，流感活动的总体水平仍维持
在较高水平，且仍可能会继续流行一段时
间。这波流感“阻击战”何时了？

监测数据显示，各地区流行高峰和流
行持续时间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已呈现流
行水平上升趋势减缓的迹象。中国疾控中
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专家王大燕表示，预
计流感活动高峰还将持续一段时间，1月

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预计会达到峰值。
随着学校和幼托机构寒假的来临，流感活
动水平将逐渐下降。

“流感会呈现周期性波动特征，因为
多种毒株的循环每年不一样。”专家预
计，今年乙型Yamaga ta系毒株流行之
后，到下一个流行季节可能不会再成为优
势毒株。

“疫苗接种是降低流感发病率和死亡
率的最主要干预手段。”世界卫生组织
“全球流感规划”主任张文庆建议，老年
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员
等流感高危人群应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０日电）

□新华社发
1月10日，患儿和家长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候诊。

家里孩子感冒上医院却发现人满为
患，一上地铁就发现咳嗽流涕声不绝于
耳……当前正值冬季，空气干燥，是流感
高发季节，而今冬的流感更让人们感觉与
往年不一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专家指
出，今年冬季我国整体的流感流行水平明
显高于往年，是近几年来流感流行最为严
重的一次，且仍可能继续流行一段时间。
我国流感病毒监测结果显示，今年流行的
流感病毒未发现影响流感病毒传播力、疾
病严重性和耐药性的变异。

流感和普通感冒是有区别的。流感多
由甲型或乙型流感病毒引发，与季节相
关，北半球通常在每年１０月至次年５月间
流行，２月为高峰。流感的全身症状出现

较快，比普通感冒重。一般出现突发高
热、咳嗽、寒颤、严重的疼痛或胸部不
适，还可能引发严重健康问题，如肺炎、
细菌感染等并发症。5岁以下儿童（尤其
是2岁以下婴幼儿），易于发生严重并发
症。因而一旦出现持续高热、伴有剧烈咳
嗽、呼吸困难、神志改变、严重呕吐与腹
泻等重症倾向，应及时就诊，并在医生指
导下服用抗病毒药物。

而普通感冒与季节无关，全年均可
发病，症状包括打喷嚏、流鼻涕，很
少发热和寒颤，乏力症状不明显，通
常 不 引 起 严重的 健 康 问 题 。 没 有 高
热，也不觉得肌肉酸痛，可在家休息
或对症治疗。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０日电）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未发现影响疾病严重性

和耐药性的流感病毒变异

基层法院如何破解“案多人少”
减少案件数量，是从源头上缓解；通过改革提质增效，同样是破解的有效措施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以及
立案登记制推行、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
调整，大量纠纷被下放到基层法院，导
致一线法官办案量极大。在法官员额制
改革背景下，基层法院如何破解“案多
人少”困局？

三成民商事纠纷在诉前化解

日前，沂源县宋女士购买了六十多箱
地板砖，价值近五千元，装修后发现污渍
能轻易侵入地板砖。与卖家交涉无果，她
一气之下，到法院起诉。

“当前，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逐渐提
升，对待诉讼和官司的态度发生转变，但
风险意识并不强。”在沂源法院诉讼风险
评估工作室，办案法官给宋女士评估“算
账”：没有购销合同，证明买卖关系困
难；产品质量鉴定费用一般很高，诉讼期
限较长，总体诉讼成本不小。

“难道就只能吃哑巴亏？”宋女士犯
了难。办案法官启动诉调对接机制，联系
消费者协会进行调解。最终，销售商赔偿

宋女士1000元，当天调解完结。
风险评估、全程算账、多元化解，是

近年来基层法院创新实践的一项司法服务
新模式。“归根结底是通过对纠纷进行疏
导分流，引导群众选择最适宜的途径和谐
化解纠纷。”沂源法院院长满祉强介绍，
2013年以来，沂源法院共评估各类民商事
案件19322件，实际立案数为12560件，其
中6762件在诉前得到疏导和分流，占总数
的三分之一，立案登记制实行后，全院立
案总数与往年基本持平。

面对日益增长的诉讼案件，目前，我
省基层法院全部建成诉调对接中心，设立
指导分流室、人民调解室、司法确认室，
建立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医患纠纷、金
融消费纠纷等对接机制。

“采取诉调对接、多元化解的方法，
将各类非诉解纷组织和渠道调动起来，对
社会矛盾纠纷分层过滤、化解，使司法资
源回归到解决社会矛盾‘最后一道防线’
的职能定位，才能防止案件非理性增
长。”省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民事简易案件“快进快出”

记者采访发现，尽可能减少案件数
量，是从源头上缓解“案多人少”问题；
而通过改革提质增效，同样是破解“案多
人少”的有效措施。

兰山区是临沂市政治、经济、文化、
商贸中心，人流多、交易多、资金量大，

自然纠纷多。自2007年起，兰山法院年均
受理各类案件超2万件，且仅有60名法官
入额。1月2日至9日，兰山法院立案庭收
案2493件，6个工作日平均每天收案达400
余件。

“以往，法官花费大量精力在送达、
保全、庭前调解、接收材料等辅助性工作
上，用于庭审和研究案件的有效时间仅占
工作总量的两成，加班加点也难以应对繁
重的审判执行任务。”兰山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王永涛说。

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兰山法院
实行“团队化”运作，优化审判资源配置
与权力运行，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审
判团队由“主审法官＋法官助理＋书记
员”构成，成员实行双向选择。主审法官
独立行使审判权，对所承办案件负全部责
任；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分别负责审判辅助
性和日常事务性工作；庭前会议则用来保
障团队高效运转。

张晓宁是前两年法庭综合团队的办案
状元，此次改革中成为民事速裁团队主审
法官，带领4名未入额法官，分工协作，
调判结合，实现民事简易案件“快进快
出”。团队组建三个月，收案1492件，已
结案1024件，不仅提高了结案率，还调动
了未入额法官的责任意识和工作热情。

同时，兰山法院还利用信息技术实现
当事人自助立案、电子送达、文书生效告
知、网上查询等，有效满足了群众的司法
需求。

“案发到宣判不到一周”

2017年8月，王某驾车与另一车辆发
生剐蹭事故。经鉴定，王某血液酒精浓度
达到醉驾标准，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检察
机关起诉，济南市天桥法院立即开庭审
理，并当庭宣判。“这起危险驾驶案从案
发到宣判，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天桥
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呈
下降趋势，但刑事案件总量特别是轻微刑
事案件不断攀升，如何运用更优化的审理
程序化解该领域“案多人少”矛盾，是当
务之急。

日前，天桥法院对10起认罪认罚从宽
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鉴于该10起案
件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被告人认罪认罚的
良好态度，刑事审判庭员额法官张晓玲对
庭审过程进行简化，经过必要庭审环节，
从敲响法槌到当庭宣判，全过程耗时仅1
小时，10名被告人全部服判息诉。

“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简化诉讼
程序，能够更好地促进案件繁简分流，简
单案件快办、疑难案件精办，有利于司法
资源优化配置。”张晓玲说。

作为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
点，目前，济南、青岛两地法院适用该制
度的案件，已占同期审结全部刑事案件数
量 的 5 0 % ， 在 2 0 天 以 内 审 结 的 占 到
82 . 82%，大大提升了审判效率。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适应现行ERP系统，我们需要耗费大量人力，

用着很痛苦。你们的智能制造方案能实现个性化定制吗？”日前，在
山东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座谈会上，威海三进船业有限公
司技术部部长郭连镇向来自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下
称“第十一所”）的专家们抛出这个问题。三进原先是家韩国企业，
在智能制造方面有些积淀，从韩方手中接过这家船厂后郭连镇所在的
团队发现，企业现有水平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原先那套系统，智能升级
改造的路子走起来很是不易。

第十一所承担着工信部船舶智能制造研究课题，在船舶工业智能
制造领域有“国家队”的称号。座谈会上，省内20家船舶制造重点企
业与“国家队”现场交流，山东省国防科工办还与第十一所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后者将为我省重点船舶企业提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
的咨询服务与技术支撑，研究成果优先在我省企业示范应用，并给予我
省企业在技术和产品方面的优惠政策。省国防科工办船舶处处长董文
照告诉记者，近些年山东船舶工业总体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态势，经济
效益在国内位居前列，京鲁船业等地方船企持续闪光；但同国内外先进
水平比，在船舶研发设计、生产效率、管理水平及配套能力等方面我省
还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推进船舶智能制造才刚刚起步。

据了解，去年省国防科工办与省财政厅在军民结合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中明确提出支持船舶智能制造，但临近年底，至今仍无一家企业
申报这项资金。

“一方面是因为造船业的智能制造属离散型智能制造，难度较
大，其他装备制造业已有的方案拿到这个行业容易水土不服。”董文
照还透露，近几年国内船市低谷局面未能改观，企业订单不多，进一
步限制了智能化改造步伐。但很多企业反映，升级智能制造到了“犹
豫不起”的地步。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切割、焊接、涂装等环
节手工作业较常见，而一天180-200元也很难招到工人。还有企业反
映在之前的环保检查中因涂装房废气排放不达标被要求停产。他们意
识到，无论是提升质量效益还是应对越发严格的安全和环保要求，智
能制造都成为必要手段，之所以没申报，是因为对如何开展智能制造
还缺乏概念。据了解，目前我省只有青岛北船重工于去年7月联合上
海交通大学、中船重工第716研究所、重庆长江涂装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启动了“船舶分段智能涂装车间”项目，结合自身设施条件攻关智
能制造，目前尚无阶段性成果。

根据去年8月发布的《关于山东省船舶工业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
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我省将建立省内造船企业智能制造项目库。省
国防科工办还将与第十一所建立起联络沟通机制，定期或不定期组织
船舶工业发展座谈研讨活动，众筹解决我省船企在智能制造推进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牵手智能制造“国家队”

为船企提供一厂一策方案

山东船舶工业提速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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