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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疫苗料明年上市

陳竺當選農工黨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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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28日電 中國農工民主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
第六次全體會議昨日在京召開，會議增選衛生部部長陳
竺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
陳竺，男，漢族，1953年8月生，江蘇鎮江人，無黨

派，研究生學歷，科學博士。
陳竺於199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十屆全國政

協委員，並在2007年3月向全國人大會議上，獲任命為
衛生部部長。
陳竺在血液學、分子生物學等領域有較高造詣，取得

了突破性成果，曾獲得法國抗癌聯盟盧瓦茲獎、國家科
技進步二等獎等多個獎項。陳竺是第三世界科學院院
士、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法國
科學院院士。2007年10月8日被選為美國醫學科學院外
籍院士。

香港文匯報訊 受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家人委託，北京兩名律師日前發表聲
明，指《紐約時報》關於溫家人資產
的報道不屬實。報道中所謂溫家寶家
人的「隱秘財產」是不存在的，溫家
寶母親除退休金外沒有其他收入和財
產。聲明並強調，對《紐約時報》的
其他不實報道，將繼續予以澄清，並
保留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
本報記者昨日聯繫發表上述聲明的

北京市君合律師事務所白濤律師和國
浩律師事務所王衛東律師。兩位律師
確認，聲明是真實的，是受溫家寶家
人委託，針對《紐約時報》有關溫家
寶及其家人的不實報道而發表的。
聲明的內容包括6個方面。聲明首先

指出，《紐約時報》報道的所謂溫家
寶家人「隱秘財產」，是不存在的。其
次，溫家寶家人有的沒有從事經營活
動，有的雖從事過經營活動但沒有從
事任何非法經營活動，沒有持有任何
公司的股份。溫家寶母親除了按規定
領取的工資/退休金，無其他任何收
入，也無其他任何財產。溫家寶從未
在家人的經營活動中起到任何作用，
更沒有因家人從事經營活動對他制定
和執行政策產生任何影響。
聲明還指出，溫家寶的其他親屬，

及這些親屬的「朋友」、「同事」的一
切經營活動均由他們本人負責。
聲明最後強調，將針對《紐約時報》

的不實報道，繼續予以澄清，並保留
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深圳目前日均
公交客運量達到1,007.40萬人次，已成為全球第11個日均
公交客運量突破千萬人次的城市，表明了公共交通已成
為深圳市民出行的首選方式。目前日均公交客運量超過
千萬的城市包括東京、首爾、莫斯科、聖保羅、上海、
北京、廣州、巴黎、香港、倫敦。
據介紹，截至2012年9月底，深圳共有常規公交線路

859條，運營車輛14660輛；軌道交通線路5條，營運總里
程178公里；出租車14799輛，出租車司機2000多名。全
市公共交通日均客運量約1007.40萬人次，其中常規公交
日均客運量657.57萬人次，軌道交通日均客運量233.19萬
人次，出租車日均客運量116.63萬人次。
深圳市交通運輸委主任黃敏表示，深圳正參考各類

交通服務指數的構建方法，首次嘗試從人的角度而非
車的角度構建一套公共交通服務指數。指數涵蓋軌道
交通、常規公交、出租小汽車3大板塊共27項指標，覆
蓋「步行」、
「候車」、「乘
車」、「換乘」4
大環節，建立
反映行業服務
全貌的綜合度
量值，定期通
過 新 聞 發 佈
會、網站、季
報 等 方 式 發
佈。

香港文匯報訊 北京消息：北京市科委日前
表示，能夠預防手足口病的疫苗有望明年獲批
生產上市，這種疫苗將適用於半歲以上兒童。
截至目前，北京今年已報告3.6萬例手足口
病，比去年同期累計報告病例數增長了四成
多。目前尚無針對手足口病的疫苗和特效治療
藥物。
據介紹，針對手足口病的疫苗目前正在研

發。據了解，腸病毒71型(EV71)是引起人類手
足口病的主要病源，目前研發中的手足口病疫

苗即指EV71滅活疫苗。目前中國有多家單位
正在開展EV71滅活疫苗的研發工作，其中進
展最快的3家已分別啟動三期臨床研究，預計
今年完成全部臨床研究工作，疫苗有望於明年
獲批生產上市。據介紹，EV71滅活疫苗將適
用於半歲以上兒童。
針對手足口病疫苗是否免費接種的問題，北

京市科委表示，由於EV71滅活疫苗尚處於研
發階段，尚未研究是否納入計劃免疫，上市後
其價格將參考二類疫苗價格定價。

深警破多宗醫保騙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實習記者 虎靜

深圳報道）深圳警方近日偵破了多起詐騙醫
保基金案件，並由此牽出了一個利用他人醫
保卡刷卡取藥並轉賣的地下產業鏈條。
據警方介紹，犯罪嫌疑人馬某自被陳某僱

請為保姆後，多年來常以代理人身份持陳某
的社保卡到深圳市多家醫院門診開藥，並按
藥費單50%的價格轉賣給專門收購醫保藥品的
藥販子。參保人陳某病故後，馬某依然如此
行事。轉到鍾某家做保姆後，馬某故伎重

演。
除保姆盜刷辭世僱主醫保卡案件外，警方

在偵查中還發現了使用父母醫保卡，通過偽
造病歷等形式取藥倒賣的現象。
通過深挖，專案組發現該類犯罪有內外勾

結行為，並成功抓獲行業內部「蛀蟲」張
某。犯罪嫌疑人張某利用其在深圳市某醫院
工作的便利，多次使用同夥賴某父親的社保
卡違規開藥供自己和親屬使用，並多次開藥
轉賣給他人非法牟利。

身心透支 每年60萬人過勞死
數字超日 內地上班族壓力冠全球

這項調查由媒體和知名企業共同進行，採用的是計
算機輔助電話隨機抽樣的調查方式，選擇了北

京、上海、廣州、成都、西安、長沙和瀋陽7個代表性
的城市，調查的對象是20歲到60歲之間、中等學歷以
上、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辦公室白領，成功完成的樣本
量是1,000人。
另外一家世界知名調查機構也得出過類似結論：內地

上班族在過去一年內所承受的壓力，位列全球第一。在
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的1.6萬名職場人士中，認為壓力高
於去年的，中國內地佔75%，香港佔55%，分列第一和第
四，都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
分別以80%、67%排在這一調查結果城市排名的前列。

群體性焦慮急功近利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教師胡穎廉分析，人們之

所以感到壓力大，一大原因來自物質保障方面。由於我
國社會保障體系總體有待完善，人們對醫療、養老、住
房和子女教育等問題缺乏穩定感，因此，努力將未來收
益「折現」到當前實現，其代價就是透支身心健康。
「另一方面，壓力也來自精神方面，當前社會存在一些
不公平現象，貧富差距擴大，不少人產生『相對被剝奪
感』，群體性焦慮情緒嚴重，這加劇了急功近利、膚淺
急躁的社會氛圍。」
當壓力不斷增加，相當一部分人所感覺到的焦慮，就

從一種普遍的情緒體驗，變成精神障礙疾病。有專家指
出，適當的壓力可以產生動力，但壓力過大則會產生負

面作用。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迅速發展的日本，過
度疲勞曾造成大量中青年人猝死，如今，中國已超越日
本成為「過勞死」大國。

抑鬱患者僅5.8％就醫
統計顯示，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中國每年60萬人過勞

死亡，越來越多的都市白領處於「亞健康」狀態。

「導致抑鬱症發病的外界壓力往往不是突如其來的很
急驟的一次性的打擊，經常是慢性的，持續的，不可預
見的壓力，這和很多白領的工作狀態非常類似。」全國
抑鬱症研究協作組秘書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
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指出，據北京一項抑鬱症
調查顯示，抑鬱症患者從未就醫的比例高達62.9%，而
就診的患者當中，真正到專科醫院就診的只有5.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 綜合中央及地方媒
體最新消息，繼近期軍方高層
大幅換將後，地方武警總隊主
官展開一波調整。本月起，九
個省市自治區陸續調整武警總
隊將領。今次調整，武警總隊
軍事主官將比照軍方職稱，實
行司令員及政委雙主官制。部
分10月前履新的武警總隊軍事
主官已改稱司令員，但部分主
官仍沿用總隊長稱謂。此次人
事調整所涉及的地區包括貴
州、雲南、廣西、海南、山西、山東、
黑龍江、浙江、上海。
其中包括孫建鋒被任命為武警海南總

隊司令員，韓雲鵬任武警貴州總隊政
委，張桂柏任武警雲南總隊政委，戴建

國任武警浙江總隊政委，王碧含任武警
廣西總隊司令員，劉振所任武警山西總
隊政委，王愛國任武警山東總隊政委，
徐國岩任武警黑龍江總隊政委，馬榮輝
調任武警上海總隊政委、黨委書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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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武警主官大調整
各地武警主官調動情況一覽

姓名 現任職務 原任職務

韓雲鵬 武警貴州總隊政委 武警貴州總隊政治部主任

張桂柏 武警雲南總隊政委 武警8720部隊政委

孫建鋒 武警海南總隊司令員 武警海南總隊參謀長

王珠鋒 武警海南總隊副司令員 武警後勤部基建營房部副部長

魏　剛 武警海南總隊參謀長 武警海南總隊後勤部部長

戴建國 武警浙江總隊政委 武警貴州總隊政委

王碧含 武警廣西總隊司令員 武警福建總隊參謀長

劉振所 武警山西總隊政委 武警黑龍江總隊政治部主任

馬榮輝 武警上海總隊政委 武警新疆總隊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王愛國 武警山東總隊政委 武警部隊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徐國岩 武警黑龍江總隊政委 武警江蘇總隊政治部主任

胡漢武 武警水電指揮部政委 武警上海總隊政委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 製表

■本月起，九個省市自治區陸續調整武警總隊將

領。圖為武警持槍隊列。 網上圖片

■深圳年內將投入的一批新能源公

交。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最

新的一項「2012關愛職場白領、關注白領健康

調查」顯示，2/3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身體狀

況處於亞健康狀態，危害身體健康的主要因素

中，工作壓力、環境污染和缺乏鍛煉位列前三

位。統計顯示，巨大工作壓力導致中國每年有

60萬人過勞死亡，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過勞

死」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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