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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保健福祉部副部长
朴敏守17日指责医科大学教
授准备集体辞职的行为是

“胁迫”，重申政府不会就医
科大学扩招方案让步。

韩国政府 2月初发布医
科大学扩招方案，遭到医疗
界强烈反对，近万名实习和
住院医生递交辞呈、罢诊离
岗，造成诊疗混乱。医科大
学在校生也集体申请休学以
示抗议。韩国全国医学院教
授紧急对策委员会 15 日宣
布，来自 16所大学医学院的
教授将于本月 25 日集体请
辞。

朴敏守17日在韩联社电
视台发表讲话说，政府绝不

会调整扩招 2000人的方案。
医科大学教授将集体辞职

“是对民众的胁迫”，必须阻
止医疗界的集体抗议行动。

“教授们声称如果学生处于
不利位置，他们不会坐视不
管，这一言论是对法律的挑
战。”

韩国国立中央医疗院院
长朱英洙（音译）在一场新闻
发布会上说，医科大学教授
打算辞职以示抗议，这是“以
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为要
挟”。“在医疗界地位重要的
医学教授竟说出这样的话，
真是令人绝望。”

朱英洙还就该院医生
先前发表支持罢工的声明
一事表示歉意，称该声明不
代表国立中央医疗院立场，

同时敦促罢工的医生尽快
返岗。

随着老龄化加剧，韩国
社会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将日
益增长。据韩国卫生部门测
算，如果维持现有招生规模，
到 2035年，韩国医生缺口将
高达1.5万人。

韩国民众普遍欢迎医大
扩招方案。医疗界则表示反
对，他们认为，政府扩招计划
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医疗
人员紧缺、资源分配不均等
问题，且盲目扩招可能引发
过度医疗，从而加重医保系
统财政负担，同时还可能降
低医学院教学质量。批评人
士说，一些医疗界人士实际
上是担忧扩招会导致他们收
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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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白·德化
瓷”国际巡展纽约推介活动
14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拉开序幕。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巡
展共展出 105 件德化白瓷
作品，分为仿古文创、工艺
瓷、日常用瓷、外销瓷四部
分，全方位体现德化白瓷的
品类特征。巡展将持续至
18日。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
屏在开幕式上说，此次德化
白瓷首次赴美巡展，为美国
民众系统性欣赏凝脂如玉
的德化白瓷、近距离体验璀
璨辉煌的中国陶瓷文化提
供了难得机遇。

中美两国文化、商业、
旅游以及华侨华人团体代

表等近百人出席了14日的
推介活动。与会人士对展
品精湛的工艺赞叹不已。

“中国白·德化瓷”国际
巡展自 2023 年启动，计划
用 5 年时间在全球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举办以德化白
瓷为代表的展览展示、文化
交流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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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5 日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务院
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展
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
降碳工作方案》。

方案明确主要目标：
到 2025年，建筑领域节能
降碳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新建超低能
耗、近零能耗建筑面积比
2023年增长 0.2亿平方米
以上，完成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比 2023年增长 2
亿平方米以上，建筑用能
中 电 力 消 费 占 比 超 过
55%，城镇建筑可再生能
源替代率达到8%，建筑领
域节能降碳取得积极进

展。到 2027年，超低能耗
建筑实现规模化发展，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进一步推
进，建筑用能结构更加优
化，建成一批绿色低碳高
品质建筑，建筑领域节能
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方案提出了提升城镇
新建建筑节能降碳水平、
推进城镇既有建筑改造升
级、强化建筑运行节能降
碳管理、推动建筑用能低
碳转型、推进供热计量和
按供热量收费、提升农房
绿色低碳水平、推进绿色
低碳建造、严格建筑拆除
管理、加快节能降碳先进
技术研发推广、完善建筑
领域能耗碳排放统计核算
制度、强化法规标准支撑、
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等
12项重点任务。

韩国医科大学教授拟集体请辞
已有近万名实习和住院医生递交辞呈、罢诊离岗；政府拒就扩招计划让步

“中国白·德化瓷”巡展亮相纽约
我国加快推动

建筑领域节能降碳

N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3月
17日公开发布。意见出台
的背景是什么？提出了哪
些重点任务？记者就此采
访了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
人。

据介绍，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是以保障生态功能和
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施

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
环境管理制度，是提升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
要举措。

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长江保护法、黄河保
护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海洋
环境保护法和 43部地方性
法规均对加强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实施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管理作出规定。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省、市两级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全面完成并发布实
施，初步形成了一套全域覆
盖、跨部门协同、多要素综
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

意见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提出
新时期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主要目标、重点

任务和保障措施，对服务国
家和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实
施、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具有
重大意义。

意见锚定两个时间节
点目标要求：到 2025年，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基本
建立，全域覆盖、精准科学
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初步形成。到 2035 年，体
系健全、机制顺畅、运行高
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

度全面建立，为生态环境根
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
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充分尊重
自然规律和区域差异，以
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中国。

意见提出，要实施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以“三区

四带”为重点区域，分单元
识别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
境治理差异化管控要求，维
护生态安全格局。强化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在地表水、
地下水、海洋、大气、土壤、
噪声等生态环境管理中的
应用，推动解决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防范结构性、布局
性环境风险。强化政策协
同，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
求纳入有关标准、政策等制
定修订中。

我国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到2035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

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在美国纽约，人们参加“中国白·德化瓷”国际巡展纽约推介活动

人们走在韩国首尔一家医院的急诊中心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