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通报

２０22 年 3 月 3 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范小静 Ｅ－ｍａｉｌ ／ zkwbfxj@126.com时评/通报22

3 月 1 日 0 时～24 时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 224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
例 153 例（广东 83 例，上海 37
例，湖北 10 例，北京 5 例 ，天
津 3 例，广西 3 例，四川 3 例，
山东 2 例 ，重庆 2 例 ，云南 2
例，福建 1 例，河南 1 例，湖南
1 例），含 10 例由无症状感染
者转为确诊病例 （广东 8 例，
湖南 1 例，云南 1 例）；本土病
例 71 例 （广东 32 例 ，其中深
圳市 25 例、东莞市 6 例、珠海
市 1 例；内蒙古 16 例，均在呼
和浩特市；吉林 4 例 ，均在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 ； 黑龙江 4
例，其中哈尔滨市 2 例 、牡丹
江市 2 例；山东 4 例 ，均在青
岛市；四川 3 例，均在成都市；
辽宁 2 例， 均在葫芦岛市；广
西 2 例，均在防城港市 ；天津
1 例，在滨海新区；山西 1 例，
在晋中市；上海 1 例 ，在普陀
区；云南 1 例，在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 含 2 例由无症
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
四川）。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
疑似病例 4 例，均为境外输入
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98 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
接触者 4700 人， 重症病例与
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1723 例（其中重症病例 1 例），
现有疑似病例 9 例。累计确诊
病例 14617 例，累计治愈出院
病例 12894 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3 月 1 日 24 时 ，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
诊病例 2999 例 （其中重症病
例 19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02115 例 ， 累计死亡 病 例
4636 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09750 例 ， 现有疑似病例 9
例 。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652133 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 84590 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

增无症状感染者 169 例，其中
境外输入 121 例， 本土 48 例
（广东 13 例， 均在东莞市；黑
龙江 12 例， 其中哈尔滨市 6
例、 牡丹江市 4 例、 黑河市 2
例 ；云南 9 例 ，其中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 4 例、 临沧市 3
例、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2
例；广西 8 例，均在防城港市；
吉林 4 例，均在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上海 1 例，在嘉定区；四
川 1 例，在绵阳市）；当日转为
确诊病例 12 例 （境外输入 10
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45 例
（境外输入 40 例）； 尚在医学
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1209 例
（境外输入 896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

报确诊病例 118749 例。 其中，
香港特别行政区 98135 例（出
院 19495 例，死亡 990 例），澳
门特别行政区 81 例 （出院 79
例），台湾地区 20533 例（出院
13742 例，死亡 853 例）。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官方网站）

3 月 1 日 0 时~24 时 ，全
省新增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 1
例，无症状感染者 10 例，无新
增疑似病例。 5 例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治愈出院。

2020 年 1 月 21 日 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24 时， 全省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667 例

（本土 2508 例、 境外输入 159
例 ），现有住院病例 11 例 （本
土 4 例、境外输入 7 例），尚在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42
例（境外输入 42 例）。 累计追
踪到密切接触者 64069 人，正
在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78 人。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刘琉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
代的号角。对文艺工作者和艺术教育者
来说， 更好发挥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
让文艺愉悦精神、温润心灵、陶冶情操、
升华理想，才能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艺术的最高
境界就是让人动心， 让人们的灵魂经
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
美、心灵的美。 ”优秀的艺术作品，犹如
和煦的阳光、春天的清风，既能滋润心
灵家园、提高审美水平，又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促进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让人得到精神的洗礼。
很多优秀的科学家， 在艺术方面都有
着很深的造诣。就此而言，艺术教育的
意义不仅在于让人掌握一种技能，更
在于塑造人的美好心灵、 提高人的综
合素质，成就更多通识之才。

基于艺术的审美教育， 是实施美
育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手段， 在培养通
识之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学家
朱光潜曾说：无论学哪一科专门学问，
干哪一行职业， 每个人都应该会听音
乐，不断地读文学作品，偶尔有欣赏图
画雕刻的机会。 更好发挥艺术教育的
作用， 既要培养具有扎实文化基础的
艺术专业人才， 也要引导更多人以艺
术的眼光欣赏美、创造美。通过艺术教
育， 有助于推动学生形成良好的鉴赏
力、判断力以及开阔的视野、开朗的个
性，涵养完整的人格，牢固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就此而言，学校应该补足艺术教
育的短板， 建立完整的艺术教育教学

体系。近年来，一些高校通过开设艺术
教育通识课、 组织观看艺术展览和演
出等方式，传递教育的人文关怀，更好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数字时代的到来， 给艺术教育打
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今天， 移动互联
网、3D 技术、人工智能、全息影像等新
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
宽了文艺空间。 比如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上 “二十四节气倒计时”“黄河之水
天上来” 等展示， 以艺术与数字相结
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让观众
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之美。 数字时代
的艺术教育， 应当更加注重人文精神
培养， 探索以艺术创造为内核的人文
教育体系。 通过艺术教育，不仅能让学
生看到数字技术的发展进步， 更能看
到艺术作品背后的理想和信念， 看到
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从而激发更坚定
的文化自信。 同时也要看到，艺术教育
不仅在校园， 也包括了社会机构提供
的社会艺术教育。 因此，需要调动相关
部门、研究机构和院校等各方积极性，
引入社会力量，完善配套措施，建立协
调推进机制，积极拓展艺术教育载体，
让美的种子在全社会生根发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
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 时代
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广阔舞台。 ”对文艺工作者和艺术教
育者而言，积极响应时代呼唤，把握时
代精神， 才能捕捉和表现属于我们时
代的美；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创作更多
文艺精品， 才能更好彰显时代精神气
质， 以属于我们时代的美学精神培养
更多通识之才，孕育更多美好心灵。

（据《人民日报》）

用艺术教育成就通识之才

截至 3月 1日 24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截至 2022年 3月 1日 24时
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画中有话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5 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十四五” 健康老龄化规
划》，提出完善身心健康并重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等 9 项任务。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完善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