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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受理2022年度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补贴
和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资格申请的通知

亭林、柏庐、青阳、震川城市管理办事处：
根据市政府印发的《昆山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昆政规〔2017〕3号）文件规定，依据年度工作计划，2022

年度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补贴及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资格申请工作即将开始。现将受理资格申请的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一、申请时间：
1. 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补贴资格申请时间为2022年6月20日～2022年7月10日；
2.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资格申请时间为2022年7月11日～2022年7月31日。
二、申请程序：

1.本通知辖区内的住房困难家庭，凡符合文件规定条件的均可到户籍所在社区住房保障窗口，登记领取相关
审核表。在通知规定的期限内向所在社区，递交申请书和申报资料（申报材料纸张统一为A4纸），逾期不予受
理。

2.各社区应在：7月15日至19日将受理的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补贴资格申请的申请人；8月5日至9日将受
理的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资格申请的申请人，在各自社区内分别予以公示。公示期满后，由社区统一在资格申
请审批表和申报资料（每项资料内容）上签署受理人姓名、受理日期并加盖公章（仅指资格申请审批表）报所在办
事处接受初审。

3.各办事处在初审完成后，应将初审结果在办事处辖区内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
由办事处统一在资格申请审批表和申报资料（同上）上签署初审人姓名、初审日期并加盖公章（同上）报住建局住
房保障科接受联审。

三、其它事项：
1.申报资料内容要求详见附件1（户口所在地社区领取）
2.住房保障资格申请书（样书）详见附件2（户口所在地社区领取）
3.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联系、监督电话：57363608、57363607。

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6月6日

公告

因高尔夫球场升级，原于2019年3月31日前办理

的预付费（充值）会员卡，请于 2022年12月 31日前至

本球场消费完毕或办理会员卡升级，逾期未消费完毕，

亦未在上述日期前至本球场办理会员卡升级的，本球场

将按新管理制度执行。

特此公告！

昆山富元娱乐事业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中
国奥委会第36届奥林匹克日活
动于6月8日线上启动。

本届奥林匹克日活动以“携
手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中国
奥委会携手众多奥运冠军、世界
冠军和体育名将，联合新浪微博、
抖音、Keep等线上平台开展运
动接力挑战、全民健身公益挑战
赛等线上主题活动，传递奥林匹
克精神，号召民众用运动点亮健
康生活，创造美好未来。

6月 23日是国际奥林匹克
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
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会的诞生，鼓励世界上所有的人，
不分性别、年龄或体育技能的高

低，都能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自1987年以来，中国奥委会积极
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已连续35
年开展不同形式活动，弘扬奥林
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

本届活动还将与公益相结
合。在Keep平台举办的全民健
身公益挑战赛中，中国奥委会将
根据最终参赛人数向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捐赠相同金额的体育器
材和用品, 支持青少年体育发
展。

为鼓励民众广泛参与，活动
参与者可获得国际奥委会和中国
奥委会主席共同签名的官方电子
参与证书、参赛奖牌，并有机会赢
得惊喜奥运纪念品。

近期，多地陆续实行常态化核
酸检测。各地怎样保障常态化核酸
检测有序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效
果如何？“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
踪。

■多省份开展常态化核酸
检测 部分地区收费

从今年4月份开始，深圳、武
汉、杭州等地陆续实行常态化核酸
检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期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
康委医政医管局负责人表示，常态
化核酸检测是根据当地疫情防控需
求决定的，主要是集中在输入风险
较高的省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城
市。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6月初，北
京、上海、湖北、河南、山西等多个
省、直辖市推行常态化核酸检测，检
测频率在2至10天不等。全国已
有至少10个人口达到千万级的超
大城市实现了核酸检测常态化布
局。

尽早发现疫情，是各地推行常
态化核酸检测的目标。比如，安徽
芜湖相关通告中表示，为进一步强
化新冠疫情“早发现”机制，做好常
态化核酸检测工作；山西晋城发布
通告称，为进一步强化新冠疫情“四
早”机制，开展常态化免费核酸检测
工作。

在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地方，大
多实行免费政策，由财政部门提供
资金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
授许光建表示，由政府兜底开展全
民免费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一、二线
城市或能承担起高额成本，但中小
城市面临较大财政压力。

5月23日，甘肃省陇西县发布
公告称，“倡导全社会所有人群每周
一次核酸检测，费用自理，对未按期
进行核酸检测的，将进行赋码提

醒”。
5 月 27 日，四川省阆中市宣

布，自5月31日后，市民需自觉自
费进行每周一次的常态化核酸检
测，费用为每次3.5元。29日，阆中
市将“自觉检测”调整为“自愿检
测”。

5月31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负责人透露，上海市常态化核酸检
测点的检测服务免费至6月30日。

根据国家医保局、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日前印发的通
知，对于政府组织大规模筛查和常
态化检测的情况，要求检测机构按
照多人混检不高于每人份3.5元提
供服务。

■搭建 15分钟核酸“采样
圈”有些地方采样人员缺口大

在成都邛崃市五彩广场的一
角，一个可移动的“小房子”十分显
眼——这间移动便民核酸采样工作
站，可同时容纳两名医护人员进行
采样工作，全程与受检者无接触。
工作站外，不时有群众前来核酸检
测，整个流程仅需两三分钟。

便捷的采样点布局是做好常态
化核酸检测的重要基础之一。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期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多次提到15分钟核酸“采样
圈”的建设。

眼下，由固定采样点、便民采样
点和流动采样点等共同编织的便民

“采样圈”正在许多城市逐步成型，
采和检的能力也逐渐与之匹配。

杭州市副市长陈瑾说，按照步
行15分钟内到达、排队等候不超过
30分钟的标准，杭州利用党群服务
中心、药店、健康驿站、移动采样小
屋等形式，在全市设置了1万多个
采样点。

对不少城市来说，常态化核酸
检测是一项新开展的工作，其带来
的压力是客观的，从多地核酸采样

人员的缺口可见一斑。河南计划年
内培训5万名核酸检测相关人员；
海口面向社会招募核酸采样员；唐
山市曹妃甸区紧急招募核酸采样检
测志愿者……

“全市现在共有6.2万人采样
力量，每天配置采样人员数量在1.2
万人以上。”陈瑾说，除利用公立医
疗机构医务人员外，杭州还发动民
营医疗机构和药店力量，以及厂医、
校医、离退休医务志愿者，充实到采
样队伍。

为建好15分钟核酸“采样圈”，
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各式各样的智
能化核酸采样工作站快速上线；多
个导航软件加载便民核酸采样点导
航功能；多地推出核酸点实时排队、
运行状态等查询小程序。

在检测环节，经过2年多建设，
我国的核酸检测能力不断提升，可
有效完成大规模核酸检测任务。截
至5月底，我国核酸检测总能力已
达到近9000万管/天。

与此同时，送检不及时、报告
不准确、实验室管理不严格等问题
也有发生。为规范核酸检测，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发出通知，加
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全链条监管，
对检测机构和人员资质管理，样本
采集、保存和转运管理，应急状态
下核酸检测机构监管，核酸检测机
构退出机制落实等提出了明确要
求。

“目前，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开展
主要依靠第三方检测机构。”华南地
区一医学检验企业负责人表示，从
长远看，随着核酸检测价格逐步下
调，行业内规模小、技术单一的小型
第三方医检机构会逐渐被淘汰，专
业化、规模化的大型第三方检测机
构更符合社会需求。

■常态化检测发现感染者
一些低风险地区调整检测频次

记者从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了解到，今年清明节假期之后，考虑
到人口流动较大，武汉市遵循“愿检
尽检”的原则，在全市内主动开展一
轮扩面核酸检测，一天的时间内有
1070万居民自愿参与。

正是在这一次核酸检测中，武
汉筛查出了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通过局部快速封控和多轮扩
面核酸检测，武汉市于4月19日实
现了阳性人员零新增，较快地实现
了社会面清零。

通过常态化核酸检测，杭州
市西湖区于 5 月 1日发现 1例新
冠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并迅速处
置；桐庐县于 5月 6日发现 1例。
由于发现及时，处置得当，疫情未
传播扩散，降低了对整个社会面
的影响。

沈阳4月20日通报新增感染
者情况时，也提到在常态化核酸检
测工作中发现1例阳性感染者。

“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成本是不
低的，但与定点式、高强度的封控所
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相比，常态化
核酸检测的成本要小得多。”陈瑾
说。

记者观察到，近期，根据疫情防
控形势变化，有些低风险地区降低
了常态化核酸检测的频次。杭州、
苏州、武汉、深圳等地从最初的48
小时延长至72小时；江西抚州将普
通人群3天1检改为7天1检；江西
新余将此前的普通人群3天1检调
整为10天1检……

努力以最小代价实现最佳防控
效果，科学精准开展防疫工作，是各
方的共同期盼。专家表示，根本还
在于提升城市疫情应对防控的能
力，增强城市“免疫力”，持续推动疫
苗、快速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科
技攻关，优化医疗软硬件资源配置，
提升医疗资源冗余度等。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廖
君 侯文坤 熊 琦 黄筱 董小红）

新华社华盛顿 6月 7日电
（记者 熊茂伶）世界银行7日发
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说，由于俄乌冲突加剧新冠疫情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2022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9%，且伴
随滞胀风险。

4月份，世行已将今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4.1%
下调至3.2%。

报告指出，俄乌冲突造成地
区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带来相当
大的全球负面溢出效应，放大了
供应链瓶颈、通胀飙升等疫情带
来的问题。在食品和能源价格
大涨、需求反弹、供应链瓶颈持
续的背景下，市场预计全球通胀
将在2022年年中见顶，但仍保
持高位。

与此同时，今年年初以来，

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下滑，全
年增长率预计从2021年的5.7%
大幅放缓至今年的2.9%，2023
年至2024年增长率也将徘徊在
3%左右。

报告预计，未来数年全球经
济增速将保持在2010-2020年
平均水平以下。全球经济可能
进入一个长期增长疲弱、通胀高
企的时期。报告将当前全球经
济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
胀时期”进行了对比，警告滞胀
风险增加将给中低收入经济体
带来潜在的危害性后果。

世行行长马尔帕斯认为，全
球经济再次处于危险之中，对许
多国家来说，经济衰退将“难以
避免”。他呼吁鼓励生产和避免
贸易限制，以保障粮食和能源供
应。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记者 李
恒）记者8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
2021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5.40%，比2020年提高2.25个百分
点，继续呈现稳步提升态势。

2021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
全国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30.70%，农村居民为22.02%，较2020
年分别增长2.62和 2.00个百分点。
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
别为30.40%、23.83%和19.42%，较
2020年分别增长1.34、2.82和2.70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
养水平为37.66%，健康生活方式与行
为素养水平为28.05%，基本技能素养
水平为24.28%，较2020年分别提升
0.51、1.61、1.16个百分点。

此外，本次监测结果还显示，全
国居民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
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56.41%、
科学健康观素养50.01%、健康信息
素 养 35.93% 、传 染 病 防 治 素 养
27.60%、慢性病防治素养26.67%和
基本医疗素养26.05%。

其中，基本医疗素养、安全与急
救素养和传染病防治素养均有提
升，科学健康观素养、健康信息素养
和慢性病防治素养与2020年基本
持平。

据介绍，本次监测内容以《中国
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
能》为依据，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336个县（区）1008个
乡镇（街道），监测对象为15至69岁
常住人口，共得到有效调查问卷
66676份。

2021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5.40%

多地常态化核酸检测，怎样保障有序进行？

近日，京唐城际铁路建设正在按照节点要求扎实推进。京唐城际铁路是国家重点工程，也是京津冀城际轨道交通网络
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终至河北省唐山市唐山站，正线线路全长148.7公里。图为工人在唐山市高新技
术开发区境内的京唐城际铁路建设工地施工。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中国奥委会2022年第36届
奥林匹克日活动线上启动

世行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至2.9%

新华社青岛 6 月 8 日电
（记者 王 凯 王 越）日前，全球
首次低纬度养殖大西洋鲑在青
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
获得丰收，探索出一种我国深
远海养殖可复制的新模式，推
动海洋渔业由“近海”走向“深
蓝”。

记者在离岸 120 多海里的
试验区看到，全球第一座全潜
式深海渔业养殖装备“深蓝 1
号”正有序实施收鱼作业。据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装备总
共养殖大西洋鲑10万条，截至
目前共收鱼15000条。

“这是我们成功收获的中
国首批深远海大西洋鲑。”山东
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郭鹏
说。

据了解，此次大西洋鲑养
殖实施主体为山东深远海绿色
养殖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山
东省属国企山东海洋集团联合
山东万泽丰海洋开发集团、青
岛海洋投资集团合资成立的试
验区项目推进平台。

山东深远海绿色养殖有限
公司负责人汤庆凯说，目前“深

蓝1号”不断进行改造升级，同
时新增生物量监测系统、优化
养殖监控系统和远程信息传输
系统，在陆地上就可以对百海
里外的养殖情况一键直观、直
管、直达。通过生物量监测系
统，可以实现对鱼类生活状态、
进食情况、形状大小实时监控，
生产管理人员随时根据这些信
息精准调整饲料投喂，极大提
升了成鱼品质。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海洋渔
业处负责人王亚楠说，深远海
养殖为我国居民提供了优质蛋
白的新选择，为食物安全增添
了“深蓝保险”，有利于满足我
国居民对海产品“量”的需求和

“质”的追求。
据了解，试验区位于黄海

冷水团海域，最大的特点为拥
有底层冷水资源，适宜三文鱼
等高附加值冷水鱼的生长。

2021 年，“深蓝 1 号”在试
验区内成功养殖虹鳟，共收 15
万条成鱼，单鱼平均重量超4千
克，品质超过欧盟出口标准，标
志着我国首次深远海规模化养
殖三文鱼取得成功。

我国首批大西洋鲑喜获丰收
“海上粮仓”渐入“深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