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9 星期二
责编 立新 ｜ 版式 小宗 ｜ 校对 李萍 天下 A11

北京122天“超长汛期”
下雨79场
气候变化将有哪些影响？

今年北京“超长汛期”的雨量充沛
不同寻常。北京今年的“超长汛期”
122天，共下了79场雨。

北京市防汛办数据显示，今年入
汛以来，在79场降雨中，平均雨量达大
雨及以上量级的10场，包括2场暴雨，
全市平均降雨量792.6毫米，较常年同
期425.7毫米和近十年同期数据，分别
偏多了约9成和7成。其中，7月北京
降雨量为400.4毫米，占汛期降雨总量
50.5％，为1951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
史同期最多。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副研究员
魏科表示，从气象学看，雨水偏多必然
伴随着异常环流，如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异常偏北，西风带扰动持续维持，
充沛水汽输送等。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环流，形
成的条件是什么，则需要未来仔细研
究西北太平洋异常暖的海温形成的条
件、太平洋活动对台风的影响、北极增
暖对西风环流扰动的影响等等因素。”
魏科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8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许多区域出
现极端事件并发的概率将增加，高温
热浪和干旱并发，以风暴潮、海洋巨浪
和潮汐洪水为主要特征的极端海平面
事件，叠加强降水造成的复合型洪涝
事件加剧。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说，
气候系统通过它包括的大气、海洋、冰
雪、生态等诸多要素，进行热量的相互
交换，随着气候变暖加剧，预计未来中
国的平均气温会继续升高，极端热浪
更加频繁，强降水及其诱发的洪水增
加，海平面进一步上升。

“对沿海城市，极端降雨、极端河
流流量与更频繁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复
合，将加大沿海洪水发生的可能性，未
来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将承受更高的气
候风险。”巢清尘说。 （据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823131亿元，同比
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
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4.9％，两年
平均增长4.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
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
当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总体保持恢
复态势，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推动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工业生产持续增长，服务业
稳步恢复。前三季度，全国规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1.8％，两年平均增长6.4％；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19.3％、15.3％，两
年平均分别增长17.6％、6.2％。

从需求来看，前三季度，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4％，
两年平均增长3.9％；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7.3％，两
年平均增长3.8％；货物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22.7％。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前三季
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45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的95.0％。9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前

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
半年扩大0.1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缩小。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名义增长10.4％，两年
平均增长7.1％；扣除价格因素同
比实际增长9.7％，两年平均增长
5.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2.62，比上
年同期缩小0.05。

（据新华社）

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协和医院”，
可能没人能说得上准确的数字，但显
然，其中绝大多数“协和医院”都与真
正的协和医院并无关系。

新华社2018年时曾刊发《部分
医院“傍名牌”调查：一搜“协和医
院”，蹦出1700多家》，曝光了个别

“傍名牌”医院存在非法开展手术、诱
导医疗等违规违法现象，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报道称，除了“协和”，“同
济”、“华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
院”等知名医院也是被“傍名牌”的重
灾区，而不仅是公立医院，“和睦家”
这样的民营医疗机构也有上百个“山
寨亲戚”。

不过在整治之下，这一现象目前
已有很大缓解。天眼查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10月15日，当前全国名称中
带有“协和”字样的医疗行业企业仅
有267家，注销企业402家。注销企
业数目是现存企业数目的1.5倍。

假“协和”们的加速注销背后，是
各地监管机构对于使用知名医院字
号的营利性医疗机构清理整治工作
的持续推进。就在今年2月5日，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印发通知，要求
全系统开展坚决清理整治知名医院
被冒牌问题行动，逐一核查在名称中
使用“协和”、“华山”、“同济”、“华
西”、“湘雅”、“齐鲁”、“同仁”等知名
医院字号的营利性医疗机构（含企
业、个体工商户）。

部分民营医院冒用知名医院的
品牌美誉度，实际体现的是其在与公
立医疗机构竞争之下的获客困境。
一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相比，一些
民营医疗机构获公众信任水平较低；
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资源分布差异，
一些民营医疗机构对其的医疗服务
质量存在不自信。

众多民营医疗机构为了招揽更
多患者，便以“协和”、“华山”、“同济”
之类的命名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性。
除了医院的命名，为了“以假乱真”，
在具体宣传上，“假协和”们多宣称与
北京协和医院有隶属关系或技术协
作关系，自称是“协和医院××分
院”、属于“协和医疗集团”、“北京协
和医院连锁医院”。

通过成本较低的“傍名牌”策略，

为医院带来营销效果。但问题在于，
“傍名牌”这一方式尽管在短期获客
上有一定效果，但并非长远之计。损
害病患利益的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劣
币驱除良币的结果，影响的是整个民
营医院市场的发展。

事实上，国内监管机构近些年对
于医疗机构“傍名牌”的监管在持续
进行。早在1994年，国家颁布的《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对医
疗机构的名称组成、命名原则、核准
层级、名称数量等做了明确规定。
2017 年，官方又修正了前述细则。
2020年 7月，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
构名称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
履行名称管理职责、严禁利用名称
误导患者，医疗机构擅自使用“协
和、同仁”等知名医院名称标识的不
予登记。

而今年9月27日，江西省卫健委
发布《关于征求<江西省医疗机构命
名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更是规定：社会办医疗机构名称
不得使用“人民”、“中心”、“总”、“公

立”、“省立”、“市立”、“县立”、“协
和”、“同仁”、“华山”、“湘雅”、“齐
鲁”、“同济”、“仁济”等字样。同时，
也不得使用“第X”、“城东”、“城南”、

“城西”、“城北”、“城中”、“杏林”、“济
民”、“为民”、“惠民”等容易让群众误
以为是公立医疗机构的名称。

“老”、“祖传”、“超级”、“疑难
病”、“专治”、“专家”、“名医”或者含
有同类含义同音、谐音、歧义文字的
名称也不准使用。不得核准具有宣
传或者暗示诊疗效果的名称，不得核
准“男子”、“男性”、“男科”等不属于
医疗机构识别名范畴的名称。

而实际上，众多“李鬼”的消失并
不意味着非公医疗发展受挫，根据国
家卫健委发布的全国医疗卫生机构
数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医院数
量达到3.6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2万
个，民营医院2.4万个。与2020年2
月底比较，公立医院减少70个，民营
医院增加1357个。另外，与2016年
同期比较，国内民营医院数量在5年
时间里增长了近50%。

(据界面）

数百家“协和医院”消失

这是10月17日拍摄的《china》大型山水实景演出现场。
10 月17 日晚，景德镇记忆《china》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亮相瓷都江西景德镇。景德镇记忆

《china》通过声光电手段展示景德镇历史文化和千年瓷都故事，以唐、宋、元、明、清五个历史时期
为结构，挖掘瓷都独特意蕴和历史文化内涵。 （新华社）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9.8％

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大型山水实景演出《《chinachina》》亮相瓷都景德镇亮相瓷都景德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