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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至 7 日，省妇联与中

国妇女报社联合举办的“陇姐带

甘味·陇货优品位”陇姐优品新

春集市推出了腊八专场，全省 84

个 直 播 间 同 步 展 开 促 销 ，吸 引

140 万人浏览观看，交易额超过

80 万元。

此 次 专 场 以“ 省 级 主 直 播

间 +市 州 主 场 +陇 姐 直 播 ”的 模

式，由妇联组织上下联动、全面

参与，借助抖音、快手等直播平

台，突破地域限制，让“甘味”特

色农产品和“陇原巧手”工艺品

走进千家万户。

省 级 主 直 播 间 设 在 甘 肃 省

“甘味”品牌中心，旨在借助品牌

影响力和资源优势，更好地展示

和推广“甘味”特色农产品。兰

州、张掖、平凉三地妇联负责人

走进直播间与消费者面对面互

动交流、推介陇姐优品，平凉市

各县区和兰州市、天水市、张掖

市、白银市部分县区的妇联负责

人也纷纷参与直播带货，活动关

注度不断攀升，产品销售额快速

增长。

各 直 播 间 共 计 展 销 上 百 种

绿色有机“甘味”农产品，品质上

乘、物美价廉，还嵌入了独具地

域韵味的“陇原巧手”臻品售卖

环节，使观众在品尝甘肃味道、

选购特产的同时，能欣赏到陇原

巾帼的指尖技艺，丰富直播购物

体验。部分陇姐优品销往四川、

广东、山东、海南等地，为“甘味

出陇”、优品出圈注入了新活力。

陇姐优品新春集市腊八专场吸引百万人围观

新华社记者

“中医药作为传统医药的杰出代表，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遵循中医药发展

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要把这一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

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就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各地

按照总书记要求创新实践，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取得新成效。

“ 充 分 发 挥 中 医 药 防 病
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多亏了中医药康复治疗，我的生活

质量大大提高了。”

寒冬腊月，65 岁的山东青岛市民田玉

芬跳完一场广场舞后，仍神采奕奕。然而

一年多前，她因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痛得

都下不了地。

“前年底做了手术，反而越来越痛，止

痛药也效果一般。”提到治疗“妙招”，田玉

芬深有感触，“去年上半年，我经朋友推荐

到中医院看病。针灸、刺络拔罐、推拿、中

药熏洗……持续了一个月，非常管用。”

田玉芬的崭新状态，得益于青岛西海

岸新区中医医院康复科的治疗，这个科室

于 2021 年被列为山东省中医药临床重点

专科。

“ 中 医 药 在 疾 病 康 复 中 有 着 独 特 优

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认可中医康复。”康

复科主任侯可强说，目前，康复科床位最

多 ，从 2010 年 建 科 时 的 4 张 增 加 到 103

张；设有传统治疗、康复评定等 9 个特色

治疗小组。医院还通过定期选派专家进

驻基层开展诊疗服务，让中医药治疗更便

民惠民。

约两千公里外，在青海西宁南川东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0 岁的李女士正在取

药。她告诉记者，社区推出的“三九贴”不

错 ，“ 全 家 都 贴 了 ，冬 病 冬 防 ，增 强 抵 抗

力”。两年多来，她一直依靠中医调理自

己爱出虚汗的毛病。中药汤剂、艾灸、火

针、穴位贴敷……说起中医药治疗方法，

李女士如数家珍。

“现在我身体状态明显好转，也带着

家人一起进行中医调理。”李女士笑着说。

“要让中华瑰宝更好地服务百姓。”西

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藏医科科长张晓

龙说，“以国家级非遗项目藏医药浴疗法

为代表的藏医药，是中医药重要组成部

分，在西宁乃至全省也很受群众认可。”

据了解，西宁市新扩建 6 家中（藏）医

医院。2024 年前 11 个月，西宁基层医疗

机 构 中（藏）医 诊 疗 人 次 同 比 上 升 超 过

5％，占总诊疗人次的比例超过 30％。

基 本 实 现 基 层 中 医 药 服 务 全 覆 盖 ，

中医类国家医学中心、中医特色重点医

院等建设全面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和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等工

程实施……随着我国中医药服务能力不

断提升，信赖中医药的老百姓越来越多，

中医药正进一步融入百姓生活。

“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

上 百 个 机 械 臂 此 起 彼 落 ，无 人 驾 驶

AGV 小车来回穿梭……位于江西南昌的

华润江中湾里制造基地（江中药谷）智能

化生产车间里，一台台设备正有序运转。

“中药成分多样、生产工艺复杂、质量

控制难度大，以生产健胃消食片为例，以

前常出现裂片、粘片、卷边等问题，需要系

统性解决。”总经理钟志坚说。

经 过 科 研 团 队 联 合 攻 关 ，改 进 工 艺

和装备，中药固体制剂生产效率低等问

题得以解决，不仅实现了中药标准化生

产，还助力中药制造产业升级。钟志坚

说：“截至目前，相关技术已为 300 多家

制药企业提供服务，还出口到欧美一些

国家。”

为进一步提升生产智能化和质量控

制数字化水平，2022 年以来，江中药谷改

造固体制剂车间，目前制粒、混合、压片等

关键工序都实现连续化生产，生产效率提

升 15％。“整个车间只有百余人，创造的年

产值达 12 亿元。”钟志坚骄傲地说。

“有了 AI 技术，感觉像有名老中医师

在我身边实时指导一样。”

在浙江省中医院奉化中医诊疗中心，

主治中医师陈丹丹为患者望闻问切后，

在医院利用 AI 研发的国医名师智能辅助

诊疗系统上勾选症状，一张结合了医生

判断和浙江省名中医诊疗经验的处方便

生成了。

这个中医诊疗系统的“出世”，得益于

浙江的“智医”改革——通过建立中医处

方数据底座，开发多层次中医药服务数字

化场景应用。

“自 2022 年浙江全面启动‘中医处方

一件事’改革以来，中医药服务结构化、规

范化和标准化水平大大提升。”浙江省卫

健委中医药传承创新处处长刘怡说。如

今，“中医处方一件事”数字化平台每日汇

集全省中医门诊病历 5 万多份、处方 4 万

多张。“除建立数据基础外，还能掌握全省

中医药处方整体情况，在监管、分析、预警

方面发挥作用。”刘怡说。

当前，中医药科技创新更具活力，中

西医协同更加顺畅紧密。

名医传承工作室、中西医协同临床研

究中心、中西医结合病房……走进中西医

协同“旗舰”医院试点单位之一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各类中西医结合特色的诊疗单

元引人注目。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我们始终坚持中西医并重。”湖南省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肖文明说，“近两年来，我

们推动建设湘雅医院、省人民医院、省肿

瘤医院等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创伤性

脑损伤等 7 个病种入围国家重大疑难疾

病中西医临床协作项目；2024 年，湖南还

在全国率先开展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农

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培养。”

“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第一天出门诊，一上午就来了 84 个

病 人 ，后 来 最 高 半 日 门 诊 量 达 到 113 人

次，基本都是奔中医针灸推拿来的。”日

前，中国第 16 批援纳米比亚医疗队队长、

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师黄钦线上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2024 年 9 月，医疗队抵达当地不久就

投入诊疗工作。“日常门诊之余，我们还会

举办中医药文化讲座，很受当地民众欢

迎。”黄钦说。

援外医疗队在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5 年，是浙江

向纳米比亚连续派出中医特色医疗队的

第 20 个年头。截至目前，已有 16 批近 70

人次的中医师，助力中医药在非洲这片土

地上生根发芽。医疗队月门诊量保持在

1200 人次左右。”浙江省卫健委相关负责

人说。

在位于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资深研究

员陈彩玲正在筹备新一期中医药国际交

流合作项目。

“一开始听到五行、阴阳时，外国学员

往往会一脸疑惑。但在临床中亲眼见证

治疗过程和疗效后，他们就会对中医药产

生浓厚兴趣。”陈彩玲说，自 2016 年从澳

门诊所中医师成为产业园研究员以来，自

己除了在横琴、珠海、广州组织国际交流

活动，还远赴莫桑比克、泰国、葡萄牙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义诊、临床实训等活

动，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目前，产业园已开展 78 期不同范畴

的中医药专业培训等活动，吸引世界各地

传统医药领域政府官员、公立医院医生、

中医从业者、高校师生等近 7000 人次。

产业园还以澳门为窗口，以葡语国家

为切入点，促进中医药产品的国际注册与

贸易。“截至 2024 年底，园区已推动 24 款

产品获得葡语国家注册备案上市许可。”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松说。

当前，中医药成为各方合作新领域，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医药已传播至

196 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 40 余个外国政

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

的中医药合作文件；113 个世界卫生组织

成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国际标准化组织成

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已颁布 117 项中医

药国际标准。推动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

高地，开展“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推

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医药

正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加快振兴发展，

阔步走向世界。

（新华社北京 1月 8日电）

中 华 瑰 宝 绽 放 时 代 之 光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新华社北京1月 8日电（刘艺 占康）中国航天

员科研训练中心 8 日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

十八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叶光富、李聪、

李广苏 3 名航天员从太空返回两个多月后首次正

式公开亮相。

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的恢复期，主要分为

隔离恢复、疗养恢复、恢复观察三个阶段。目前，在

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的精心守护和照料下，3 名航天

员已完成前两个阶段工作，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

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

2024 年 4 月 25 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从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叶光富、李聪、李广

苏 3 名 航 天 员 送 入 太 空 。 3 名 航 天 员 在 轨 驻 留

192 天后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返回东风着陆场，刷

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最长时间纪录。

两度飞天、在轨飞行总时长达到 375 天的指

令长叶光富，是目前我国在轨飞行时间最长的航

天员。“我很荣幸能够同队友一起参与并见证新纪

录诞生。这种突破既是自我的突破，更是中国载人

航天不断追求卓越、持续提升能力的突破。”谈及个

人和乘组创造的多个纪录，他说，“正是因为有工程

全线的助力和守护，才能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神十八乘组

先后与神十七、神十九两个乘组会师，“70 后”“80

后”“90 后”航天员相聚天宫。首次圆梦太空的航

天员李聪说，两次“太空会师”，一次是责任与期

待，一次是期望和不舍，但每次都是使命责任和载

人航天精神的传递。

2024 年 5 月 28 日，神十八乘组圆满完成第一

次出舱活动 ，完成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

等任务，航天员李广苏实现首次“太空漫步”。他

说：“我们始终以对航天事业极端负责的责任心，

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精心实施每项操作，加强复查

把关。当所有的工作都做到位了，‘丝滑’自然就

水到渠成了。”

目前，中心正按计划实施专项医学检查和实

验数据采集，在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3 名航天员

将转入正常训练工作。神十八乘组表示，能够为国

出征，他们倍感荣幸和自豪，期待早日重返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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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荣成市石岛管理区石岛湾畔一家造船企业船坞内，多艘大型船舶在加紧建造。新年伊始，各地企业开足马

力赶订单、忙生产，力争“开门红”。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魏玉坤

张晓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 8 日

发布关于 2025 年加力扩围实施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

通知，部署加力推进设备更新、扩围支

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提升回收循

环利用水平等多方面工作。

在加力推进设备更新方面，通知

指出，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重点

领 域 设 备 更 新 的 资 金 规 模 。 对 符 合

有 关 条 件 经 营 主 体 设 备 更 新 相 关 的

银 行 贷 款 本 金 ，在 中 央 财 政 贴 息 1.5

个百分点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安

排 超 长 期 特 别 国 债 资 金 进 行 额 外 贴

息，进一步降低经营主体设备更新融

资成本。

在 扩 围 支 持 消 费 品 以 旧 换 新 方

面，通知明确，将符合条件的国四排放

标准燃油乘用车纳入可申请报废更新

补贴的旧车范围。对个人消费者购买

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 3 类数码

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 6000 元），

按产品销售价格的 15％给予补贴，每

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 1 件，每件补

贴不超过 500 元。对个人消费者交售

用于报废的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新

车的，给予以旧换新补贴。

在加快提升回收循环利用水平方

面，通知指出，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

债资金支持高水平回收循环利用项目

建设。加快推行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

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规范

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税收秩序。

通知明确，充分发挥标准提升牵

引作用。推进汽车、家电、家装等大宗

耐用消费品质量和安全标准升级，加

快制定智能家居、数码产品等领域能

效或水效标准。2025 年底前按期完

成“两新”领域标准提升行动方案明确

的全部 294 项重点国家标准制定修订

任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表

示，推动“两新”工作具体落实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将不断完善“两新”实施

机制。优化政策参与门槛，一视同仁

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参与“两新”活动，

提高资金清算效率，降低企业垫资压

力。优化补贴申领流程，尽可能减少

消费者信息多头重复填报等问题，确

保真金白银的优惠更加便捷地直达每

位消费者。

今年“两新”政策最新部署来了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记 者

田晓航）记者在 8日召开的 2025年全

国中医药局长会议上获悉，2024 年，

我国约 90％的县设置县办中医医疗

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馆基本实现全覆盖，中医药服务

网络越织越密，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

中具有独特优势。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余艳红当天在会上介绍，2024

年，国家中医药局印发文件推进建

设 1158 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布局

中医骨伤、肛肠、儿科、皮肤等优势专

科集群；全面推进中医类国家医学中

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医项目、中

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同 时 ，中 西 医 协 同 更 加 紧 密 。

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我

国 加 快 推 进 62 家 中 西 医 协 同“ 旗

舰”医院、559 个中西医协同“旗舰”

科室建设，开展 160 个重大疑难疾

病中西医临床协作项目建设，推广

52 个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在 52 个

地区开展儿童青少年肥胖、脊柱侧

弯中医药干预试点，首批 60 个中医

药适宜技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试

点累计干预 8.98 万人，使用耳穴压

丸超 110 万人次。

余艳红说，要坚持扬优补短，进

一步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把发挥中医药在健康

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作为主攻方向，更好地全

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据介绍，2025 年，我国将加强中医医院儿科、

急诊科、重症医学科、康复科、老年病科、神志病科

建设；研究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中医诊疗指导

中心、智慧共享中药服务中心、中医药适宜技术推

广中心建设；开展智慧中医医院试点；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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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8日电（记者高蕾）记者 8 日

从中国残联获悉，中国残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

育部、科技部等 9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科

技助残的指导意见》。

意见聚焦加大助残科技研发力度增加优质科

技成果供给、加快助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科

技与残疾人事业深度融合、汇聚壮大助残科技力量

推动形成创新合力、优化助残科技创新环境建设良

好创新生态等 4方面，共作出 13条任务部署。

此外，意见还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支持力

度、做好宣传引导等方面，对完善科技助残保障措

施提出明确要求。

中国残联等9部门联合发文推进科技助残

新华社拉萨 1 月 8 日电

（记者刘洪明）记者从国网西藏

电力有限公司获悉，8日 3时 37

分，随着西藏定日县 6.8级地震

影响最为严重的长所乡、措果

乡、曲洛乡 3个乡政府恢复电网

供电，定日县用电负荷已恢复到

震前水平，为抗震救灾前线各项

工作高效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介绍，按照西藏自治区

工作部署，电力部门在做好电力

应急抢修基础上，已累计为定日

县8个安置点提供了电力保障。

地震发生后，西藏一线电

力 工 作 人 员 迅 速 开 展 电 力 应

急抢险。7 日 20 时 30 分，措果

乡安置点 40 顶帐篷被点亮；21

时 17 分，长所乡古荣村 40 顶

帐篷也被点亮。

据 悉 ，相 关 配 电 、照 明 设

施正在持续运往定日县现场，

电 力 部 门 将 继 续 跟 进 抗 震 救

灾现场工作进展，持续做好安

置点供电保障工作。

西藏定日县用电负荷恢复到震前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8日电

（记者黄垚 周圆）记者 8 日从

中国民航局获悉，为全力做好

西 藏 定 日 县 地 震 抗 震 救 灾 工

作，民航 7 日共保障救灾航班

11架次，运送人员 128人；预计

8 日保障救灾航班 10 架次，运

送人员 170人、物资 25.6吨。

据 介 绍 ，地 震 发 生 后 ，民

航 应 急 响 应 工 作 组 指 导 民 航

相 关 单 位 加 强 与 西 藏 自 治 区

政府沟通，主动掌握抗震救灾

运输任务需求，配合做好运输

保障工作。协调国航、川航 3

架客机和 4 套机组做好救灾运

输运力备份；协调中国通航、

青岛直升机两架米－171 直升

机在林芝待命，组织雪鹰通航

派 出 两 架 直 升 机 做 好 执 行 抗

震救灾任务准备工作；抽调空

管、机场、航油等单位 70 余名

专 业 人 员 组 成 支 援 队 分 批 抵

达定日机场，支援前方抗震救

灾保障工作。

民 航 保 障 救 灾 航 班 支 援 抗 震 救 灾

据新华社拉萨 1月 8日电

（记者格桑边觉 邱星翔）西藏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洪力 8

日表示，定日县“1·07”地震震

后 救 援 搜 救 工 作 已 转 为 受 灾

群 众 安 置 和 灾 后 重 建 。 下 一

步 自 治 区 将 持 续 加 强 震 情 监

测预警，继续全力搜救，不落

一人，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做

好受灾群众安置和入夜冬季保

暖取暖工作，防止次生灾害，全

力加快灾情核查和灾后重建。

洪力在日喀则定日县“1·07”

地震受灾救援工作第二场新闻

发布会上说，鉴于目前灾区工作

已由紧急救援转为群众安置阶

段，且灾区处于隆冬季节，高寒

缺氧、路途遥远，救援队伍已

饱和，非灾区民间救援队等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在现阶段未经

审批不要自行前往灾区。

日喀则市长王方红表示，

地震发生以来，共计搜救被困

群众 407 人。人员搜救工作基

本结束。

王方红说，截至目前，在灾

区设立 187个转移安置点，转移

安 置 受 灾 群 众 4.65 万 人 。 此

外，定日县 484名游客已全部返

回至日喀则市区，无人员伤亡。

救援搜救工作已转为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