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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新华社北京3月 21日电 记者
21日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近日部署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重庆、贵州、四川、云南等11个省
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长江流域
污染环境犯罪区域会战。即日起至9
月底，公安机关将采取有力措施，依法
严厉打击涉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物污
染环境、环境领域弄虚作假等突出违

法犯罪活动。
公安部要求，要坚持专项治理与

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依法
治理相结合，全力防控长江流域环境
风险。要强化线索摸排，会同行政主
管部门共同对危险废物所涉及的单
位、区域和环节开展全面排查，提升环
境犯罪动态感知能力，把握预警、防
范、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主动权。要强

化破案攻坚，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对
象、重点行为和突出问题，实施全环
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坚决斩断非
法利益链条。要提高打击质效，坚持
以集群战役和专案攻坚为抓手，以个
案全链条打击牵动类案规模化打击。
要加强协同配合，推动形成信息互通、
工作协同、执法联动、合成作战的工作
格局。 记者熊丰

公安部部署打击长江流域污染环境犯罪区域会战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着、睡
不好、睡不醒”……睡眠问题困扰着
许多人。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
今年我国的主题为“健康睡眠 人人
共享”。专家提示，规律作息是良好
睡眠的重要保证，如出现长期睡眠
问题，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睡眠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中
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院长陆林提示，睡眠问题会造成心
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
及很多慢性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发
病风险的提高。

然而，不良的睡眠习惯正在“偷
走”我们的健康睡眠。中国睡眠研
究会近日发布的《2024中国居民睡
眠健康白皮书》显示，受访居民仅
29%的人群在23:00前入睡，47%
的人群在零点后入睡，其中大学生
手机日使用时长偏高、熬夜严重，频
繁饮酒人群睡眠时长短、睡眠质量
较低。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明确提出，重视睡眠健康，每天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工作、学习、
娱乐、休息都要按作息规律进行，注
意起居有常，提倡成人每日平均睡
眠时间为7至8小时。

“我们不仅要关注睡眠时间的
长短，还要关注睡眠的质量、深度和
连续性。”中国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
欧琼介绍，良好的睡眠有助于身体
各系统的修复和再生，增强免疫系
统功能。

如何获得更好、更健康的睡
眠？欧琼提示，睡前要减少咖啡因、
香烟等的使用，保持规律的作息时
间，保持定期锻炼，但锻炼时间不要
接近就寝时间。此外，电子屏幕的
蓝光会影响睡眠质量，建议避免在
睡前使用电子产品。

针对压力导致的睡眠问题，
专家建议，可以通过冥想、瑜伽等
方法来放松身心，还可以学习有
效应对压力的方法，如时间管理、
放松技巧等，减轻压力对睡眠的
影响。

记者徐鹏航顾天成据新华社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

健康睡眠远离“困”扰

新华社长春3月21日电 列车启
动，速表上的数字快速提升……3月21
日上午，由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自主研
制的我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位于
长春的中车长客试验线进行了运行试
验，列车成功以时速160公里满载运
行，实现全系统、全场景、多层级性能
验证，标志着氢能在轨道交通领域应
用取得新突破。

不同于传统列车依靠化石能源或
从接触网获取电能驱动，这次成功达

速运行的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内置氢
能动力系统，为车辆运行提供强劲持
久的动力源，试验数据显示，列车每公
里实际运行平均能耗为5千瓦时，满足
车辆设计的各项指标要求，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这款列车应用了多储能、多氢能
系统分布式的混合动力供能方案，同
时采用了中车长客自主开发的氢电混
动能量管理策略和控制系统，实现了
整车控制的深度集成，大幅提高能量

利用效率，同时提高供能的灵活性和
可靠性，最高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
以上。

据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
研究中心新技术研究部副部长王健
介绍，中车长客在完成氢能源市域
列车氢动力系统及其关键部件耐
久、高低温、振动、电磁兼容、防火安
全等方面试验验证的基础上，进一
步开展了不同速度等级下能耗、续
航里程、可靠性、牵引、制动、动力学

等整车试验，首次验证了氢能列车
在-25℃至 35℃环境温度下的实际
性能，试验结果中各指标均达到车
辆设计要求。

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试验是我国
轨道交通行业在氢能源技术研发应用
中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助推实现
高端交通载运装备关键技术自主可
控，为我国交通载运装备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提供科技支撑。

记者马晓成胡戈

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
成功达速试跑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市场监
管总局等六部门21日联合发布《关于
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通知明确了预
制菜定义和范围，规定预制菜中不添
加防腐剂，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
明示。

通知聚焦预制菜范围、标准体系
建设、食品安全监管和推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4个方面，强化预制菜食品安
全监管，促进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保
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关于预制菜范围，通知明确应当

兼具预制化和菜肴的特征，突出工业
化预加工特点和菜肴属性，具备和符
合规模化、标准化、洁净化、规范化食
品生产加工特点和要求，强调加热或
熟制后方可食用。

在强化预制菜全链条食品安全监
管方面，通知提出规范预制菜食品安
全要求，研究制定预制菜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推进预制菜标准体系建设。

企业生产预制菜应当依法取得
食品生产许可，符合国家关于预包
装食品法律法规和标准有关要求，
加强进货查验、过程控制、出厂检

验、贮存运输、销售使用全环节的风
险管控。

预制菜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
过程中，对环境、温度、湿度、光照等有
较高要求，不同类别预制菜应严格符
合相应的冷冻冷藏等条件要求，以保
障食品安全。

在统筹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方面，通知要求增强优质原料保障
能力，提升关键技术创新研发水平，积
极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支持地方
推进预制菜产业集聚区建设。

记者赵文君

3月21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
什区第八小学学生在大课间参加掷沙
包活动。

随着天气转暖，各地中小学利用
大课间开展生动有趣的运动游戏活
动，让孩子们在体育锻炼和趣味游戏
中增强体质，健康成长。

新华社发王正摄

多彩大课间
健康助成长

六部门发文明确预制菜定义和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