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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9日是第3个中
国医师节。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
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在发布会上介
绍，截至去年底，我国医师队伍总
数已达到386.7万人。

8月 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就秋冬季疫情防控、医疗卫
生工作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发挥的作用情况举行发布会。

郭燕红表示，近年来我国医
师队伍不断壮大，能力水平不断
提升。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医
师队伍总数达到 386.7 万人，比
2015年增加了将近83万人，增长
27.2%。在医师队伍当中，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占到 57.4%，比 2015
年增长了8个百分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师队

伍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2019
年年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
师数量达到143.7万人，比2015年
增加了 33.5 万人，增长 30.4%。
可以看到，基层医生数量的增长
远远高于医师队伍整体数量增长
的幅度。

通过重点支持，在一些薄弱
专业的医师队伍建设中也同样取

得了成效。比如儿科、精神科等
紧缺专业的医师数量增长迅速，
其中儿科专业的医师，在2019年
已经达到了23.4万人。

郭燕红表示，近年来我国医
师队伍的建设、能力水平以及整
体的构架和布局，都得到了稳步提
高和改善，医学队伍正在从高速增
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新京）

我国医师总数达386.7万人
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医师数量增长迅速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9 日 电（记
者张漫子）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获悉，
在经历8个月的沉寂后，2020年首都市
民系列文化活动线下活动自18日起重
新启动，各区文化馆陆续恢复开放。

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创立于
2014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北京文化艺术活
动中心、首都图书馆等单位承办，是带
动北京市、区、街乡、社区（村）四级联动
开展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平台。

近期，北京各区文化馆将陆续迎来
多元的文化活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
文化馆每天9时至21时恢复开放，市民
可预约使用文化馆内的音乐、舞蹈排练
厅，也可前往风尚美术馆参观。创办了
十余年的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创作会
也将于29日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恢复
演出。8月25日起，西城区第二文化馆
将举办“春之花”全国美术作品邀请
展。朝阳区文化馆也和有关机构一起
开启了“金刺猬”全国大学生戏剧节的
剧本征集工作。

沉寂8个月后

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
线下重启

本报讯 据大连发布微信公众号消
息，8月19日下午，大连市政府新闻办举
行大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五次
集中发布。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从
8月19日0时起，大连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全面恢复正常医疗服务，并且不得以疫
情防控为由停诊、拒诊或延误治疗。

据悉，根据疫情防控需要，7月25
日，大连市所有独立开设的门诊部、诊
所停止诊疗服务，各医疗机构暂停非必
要的门诊服务。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变化，8月6日，
大连市发布《关于有序恢复医疗服务的
通知》，在规范防护的前提下，逐步开放
门诊诊疗服务，同时提出门诊部、诊所
类医疗机构在疫情进一步控制后可逐
步开放。 （新京）

大连各类医疗机构
恢复正常医疗服务

据 新 华 社 成 都 8 月 19 日
电（记者肖林 余里）8月19日上
午，记者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看
到，江水已从乐山大佛的脚趾退
去，退至佛脚平台两米以下，预计
景区将于本周内部分恢复开放。

前一日由于江水暴涨，大佛

脚趾自 1949 年以来首次被淹。
目前景区管理部门正抓紧开展灾
后清理和修复，预计景区将于本
周内部分恢复开放。

为应对强降雨，乐山大佛景
区管委会于 8 月 17 日凌晨提前
关闭景区，对包括乐山大佛本

体在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码头及游船、施工场地等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并将沙袋
运往佛脚平台沿佛脚脚踏堆
放，以避免洪水对大佛本体的
直接冲撞。

8月 18日，乐山大佛景区管

委会迅速开展住店旅客及景区经
营户疏散工作。经过近3小时的
艰难奋战，景区干部职工、公安民
警冒雨在齐腰深的水中将滞留的
180名住店游客全部疏散至乐山
大佛博物馆、管委会办公楼食堂
等安全地带。

乐山大佛脚趾重新露出景区将部分恢复开放

8 月 19 日，磁器口古镇所在的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临江区域被洪水淹没（无人机照片）。
当日，受上游强降雨影响，长江、嘉陵江洪峰抵达重庆主城区，重庆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大洪水。重庆磁器口部分商铺和房

屋被淹，当地受灾居民和商户在防汛救灾人员的协助下有序撤离。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洪峰过境重庆 千年古镇磁器口受淹

新华社台北 8 月 19 日电 台当局
发展规划部门最新推估，台湾地区总人
口将于2020年开始转呈负增长，比前
次推估提前2年。2025年台湾将进入
超高龄社会。该部门分析称，总人口今
年开始负增长，主因是今年人口出生数
将低于死亡数，人口开始呈现自然减少。

台湾人口
今年将出现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