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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 17日

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河南省严重暴雨

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

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

区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此外，据气象部门预报，17 日至 20

日，陕西省南部有大到暴雨，西南部部分

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本轮降

雨过程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国家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 17 日 9 时针对陕西省启

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埭美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东园镇九龙江南溪下游，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

570多年的历史。埭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近年来，当地政府

持续加大对埭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图为近日拍摄的

埭美村一角（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 7月 17日电 （记

者徐壮、贺书琛）2024 年全国暑期文化

和旅游消费季 17 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启动。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以“文旅惠民乐

民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贯穿全年举

办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根据

活动总体安排，文化和旅游部于 7 月至 8

月举办 2024 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

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旅游旺季推出

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新型消费场景及

惠民措施。

主场活动上，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推出“避暑消夏好去处”

“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暑期旅游产品。

据介绍，暑假期间，各地将举办超

4000 项约 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围

绕 夜 间 游 、避 暑 游 、亲 子 游 、研 学 游 等

消 费 热 点 ，推 出 发 放 消 费 券 、票 价 优

惠 、消 费 满 减 、折 扣 套 餐 等 惠 民 措 施 ，

打造滨海、水上运动、戏剧节、音乐节、

艺术节、动漫节、演唱会、展览展会、文

体 赛 事 等 新 场 景 ，激 发 暑 期 文 化 和 旅

游消费潜力。

2024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

记者近日在山东采访发现，多地不

断探索农业生产新技术，着力提升土地

与种质资源质量，推动农业种植智能化，

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在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盐碱地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

地，万亩试验田一望无际，各类试验大豆

品种破土出苗，豆苗又匀又壮，经受着盐

渍考验的同时还在向上生长。

多年前，就在同一片盐碱地上，生存

环境恶劣，作物难以培育。农高区盐碱

地综合利用服务中心规划发展科副科长

李林波告诉记者，近百支试验团队的持

续攻关让这片贫瘠之地变成沃土。

“试验团队研发的盐碱地长效阻盐

技术可使土壤平均降盐 47.8%，有机质

增加 6%至 12%。”李林波说，基地收集、

种植耐盐碱大豆、小麦、花生等 147 种作

物 1044 个品种，在作物耐盐碱能力、单

产水平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滕双兴介

绍说，山东现有盐碱地近 900 万亩，改造

利用潜力很大，是增产增收的“后备粮

仓”。预计到 2035 年实现新增耕地 24 万

亩、改造提升盐碱耕地 410 万亩。

荒地变良田，高产需良种。“集团已

累计成功培育出 33 个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品种。”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乐陵基地总经理孔海明介绍，

优势土豆品种“希森 6 号”薯形好，产量

高，单季亩产突破 9.5 吨。优异的表现也

让“希森 6 号”走出国门，目前该品种已

在哈萨克斯坦 3 个州 27.5 万亩土地进行

示范种植。

好种不止于高产，更能“抗造”。一

说到本省小麦新品种“鲁研 951”，诸城

市相州镇种粮大户王静赞不绝口：“这个

品种的抗病性、抗倒性、抗冻性都非常

好，比往年种植的品种亩产能高出 200

来 斤 。”凭 借 优 异 的 适 应 能 力 ，“ 鲁 研

951”成为继父本高产品种“济麦 22”后

的又一个“明星”。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士介绍，

多年来，山东连续实施农业良种工程、种

业提升工程，成功培育“济麦”“登海”等多

个骨干系列优良品种，为农业高质量发

展、满足多样化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智慧+”让种地更省心。在

菏泽市定陶区一处高标准农田，一套自

动监测系统正在对田地中各项数据进行

实时监测，温度、光照、风速等数据在屏

幕上一目了然。定陶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主任程大龙说，依托“卫星天眼+物联

网地眼”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农户

只需一部手机就能个性化设置水肥灌溉

参数，足不出户即可管理千亩农田。

无人拖拉机、自动播种机、自走式打

药机……在滕州市鑫剑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智能化农机设备让人眼前一亮。

“播种效率大幅提升，干起活来省时省

力。”“农机配备了北斗导航系统，就算无

人驾驶也能走得很稳。”智慧农机的表现

让社员们频频称赞。合作社理事长满高

剑介绍，土地托管让“小田变大田”，大型

智慧农机因此能够“一展拳脚”，年作业

服务面积达 7 万亩。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

山东数字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全省

创建智慧农业应用基地 730 多家。今年

以来，山东为 5801 台大型联合收获机、

拖拉机等加装了辅助驾驶系统，实现自

动驾驶，不断深化北斗系统在农业领域

的应用。

（新华社济南 7月 17日电 记者周

昊瑾）

建良田 育良种 用良技
—山东提升粮食生产能力见闻

新华社北京7月 16日电 （记者魏梦佳、高搏扬）

从北京中轴线数字文化遗产展示共享应用，到三星堆

博物馆数字文旅互动体验……16 日，在北京中关村国

际创新中心的展厅内，来自各地的数字遗产最佳实践

案例的海报展示吸引了许多观众观看。

当天，以“重塑：数字遗产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

2024 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国际论坛在北京中关村国

际创新中心开幕。来自全球 20 个国家和地区 200 余

个文化机构、高校和企业的 308 名代表参会，共同探

讨数字化浪潮下的文化遗产保护高质量发展。论坛

由清华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数字遗产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

此次论坛设立联办国家专场、主题学术专场、遗产地

专业考察、最佳实践案例竞赛、数字遗产展会等板块。与

会嘉宾将在 4天会期内，围绕历史城镇、人工智能、数字

石窟寺、考古遗址、三山五园等多主题展开交流探讨。人

工智能、空间信息技术、三维建模、遗产保护伦理等 14个

领域超百篇专业报告和案例将在论坛期间发布。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在会上介绍，文化遗产保护

数字化国际论坛是由清华大学于 2010 年发起，从一

个行业学术会议发展成为综合性学术与产业交流交

往平台。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贺艳在此次论坛上表示，数字遗产保护需要

吸引新型人才，利用好新技术工具，最关键的是要有

产业思维，搭建新场景、构建创新模式，才能实现文

化和经济的双赢，形成新质生产力。

“此次论坛充分展示了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

中所蕴含的无限潜力与广阔前景，体现了海淀区厚重

的历史文化与科技创新发源地的优势与特色。”北京

市海淀区常务副区长岳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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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7日电 连日来，河

南、陕西等地遭遇强降雨天气。解放军

和 武 警 部 队 官 兵 、民 兵 坚 决 贯 彻 落 实

习主席重要指示，奋战防汛抢险一线，持

续开展救援。

7 月 16 日，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唐

河 县 受 连 续 强 降 雨 影 响 ，防 汛 压 力 陡

增。河南省军区派遣防汛指挥组抵达一

线，组织官兵和民兵转移群众、加固堤

坝、巡堤查险。截至 17 日零时，洪峰顺

利通过唐河全境。17 日，河南军地防汛

抢险协调对接会在郑州召开，对该省防

汛抢险工作作出部署。省军区组织民兵

开展河段堤坝巡逻、内涝排水、灾后重建

等工作。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兵分三

路，执行堤坝加固与排涝任务。截至 17

日 15 时，该支队共转移群众 770 人，装填

搬运沙袋 8000 余个。

7 月 16 日，陕西省宝鸡市遭遇强降

雨天气，石坝河及其支流瓦峪河涨水漫

堤，导致市区部分区域出现内涝。17 日

8 时，武警陕西总队宝鸡支队出动力量，

紧急抢通道路、转移群众、运送物资。目

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综合赵啟超、王俊峰、康婷、袁少

池，记者李鹏、李浩然，特约记者李光辉

来稿）

河南、陕西等地遭遇强降雨天气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开展抢险救援

黄茅海跨海通道是粤港澳大湾

区又一超大型跨海工程，连接珠海市

和江门市，跨海段由高栏港大桥和黄

茅海大桥两座主桥组成。图为黄茅

海跨海通道高栏港大桥（左）和黄茅

海大桥。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

标志。

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如何增加医

疗资源，优化区域城乡布局？

“看大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

决，日常的头疼脑热在乡村解决。这个工作要

在‘十四五’期间起步。研究改革的堵点在哪

里，结合本地实际继续探索。”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指出了深化医改的方向、路径和任务。

为亿万人民提供可及的优质医疗服务，是

一道世界性难题。让基层群众就近看上病、看

好病，是中国深化医改的一道必答题。

“年初弟弟呼吸困难、半身麻木，家人急坏

了，第一时间去北京看病，大夫告诉我们手术

风险很大。”河北省怀来县的李先生回忆说，当

时全家人的心情降到冰点。李先生的爱人提

醒他县医院已经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托管，成

立怀来院区，不如在“家门口”就近看一看。

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周景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医师，每周来怀来院区坐诊。在对患者进行全

面检查后，他决定立即开展动脉瘤夹闭显微镜

血管内治疗。

“没想到能就近接受到尖端、及时的救治，

弟弟闯过了那道关。”李先生说。

县乡医院，是守护基层群众健康的“第一

道防线”。然而，受医疗资源禀赋不足、技术水

平有限等因素制约，往往是“小病县里检查，大

病送大医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最重要的指

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

把这件事抓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应该是全

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

这是党和国家重视人民生命健康的郑重

承诺。

医改，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的重大改

革事项。

从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

品供应保障等各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到人

才、信息化建设等相关领域改革，再到对加强

医改典型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宣传推广，习近平

总书记都高度关心和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提

出明确要求。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

品加成，推动建设一批“家底厚实”的公立医院，

扶持发展重症、呼吸、感染、急诊、护理、检验等

一批重点专科……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2023年 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0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

体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以城带乡、以乡带

村和县乡一体、乡村一体，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2024 年 6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

一步健全机制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

的通知》，作出新部署，以深化城市医院支援县级医院工作，进

一步解决城乡医疗资源不均衡的瓶颈问题。

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沉”下去，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

体有效“联”起来！李先生家人被成功急救的故事，正是中国

加速推进基层医改的生动缩影。

从开展医联体建设，到推进县域医共体，国家有关部门开

出一系列“药方”：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医院、实施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开展县级医院能力提升工程……

对口帮扶如何帮到“点”上？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如何助力

县级医院“强”起来？百姓健康之盼，变成民生

之利，需要有关键之举。

曾经，有患者反映，在县医院孩子拔个喉

咙里的鱼刺、额头缝针都被推到北京的医院就

诊，发高烧、拍胸片，病重一点的，基本都转诊

去大医院。

在总人口约 37 万人的河北省怀来县，通

过两年的帮扶，从昔日县医院门可罗雀、装备

不足，到如今县域内就诊率 68.28%，引进北大

人民医院优质医疗资源，ICU、急诊科等 29 个

专业科室 130 余位专家入驻接诊。

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

新生儿救治……这家县级医院两年内完成静

脉溶栓 89 例，胸痛患者救治 419 例，冠状动脉

介入相关手术 48 例。

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现代化 ICU 病房；成功

开展关节镜微创手术、结肠癌 CME 等新项目、

新技术 76 项；每月三、四级手术超过 100 台；对

17 所乡镇卫生院和 275 个村卫生室进行技术

指导，培训基层医疗人员 1100 余人次……

这家距离北京市中心 100 多公里的“小”

医院，在帮扶下发生了“蜕变”。惊喜的变化背

后，是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医院的实践创新，

是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深度融合，也是提升人

民健康“获得感”的有效探索。

“医改每前进一步，就能多惠及一批患者，

挽救一些生命。”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院长王俊表示，怀着“人民医院为人民”

的初心使命，大医院就要有大担当。要将“输

血”与“造血”融合，形成系统性的帮扶体系，让

技术传递与文化交融并重。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真心”帮扶，怀来院区“真心”配合，怀来县

委、县政府“真心”支持，破解县域医共体建设

的时代课题就更有底气与信心。

改革是接力赛。从江苏镇江世业镇卫生

院的巨变，到三明医改的深入，“提质”与“均

衡”成为关键词。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信息显示，我国已在 81

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在

全国县级层面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支持建设市县级临床重点专科 11000 个。

全国多地在实践中拓展、丰富三明医改的内

涵，因地制宜推广医改新经验。

县域医共体医改下一步将瞄准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加大攻坚力度。

“用真情、真帮扶、练真本领，让百姓在‘家

门口’看好病就会落到实处。”王俊表示，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怀来院区目前采用托管合作模

式，以县域医共体牵头机构为纽带，将三级医

院优质医疗资源与县域内的县级医疗机构和

乡镇卫生院组成“一家人”。

河北省怀来县委书记贾兵表示，面对群众健康的新需求，

要想方设法当好健康“守门人”，让家门口的医院成为基层百

姓的首诊之选。“真帮实扶”，令县域整体医疗服务水平跃升，

筑牢基层医疗能力，惠及更多百姓。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对我国县域医疗卫生体系的系

统重塑。按照指导意见，到 2025 年底，力争 90%以上的县市基

本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到 2027 年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

本实现全覆盖。

一项项务实之举、创新之策，正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好

病成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新华社北京7月 17日电 记者顾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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