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要闻·广告 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24年9月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春燕 版式编辑边强4

（上接第一版）
公路路网密度每百平方公里达22

公里，拥有三级及以上客运站25个，现代
立体综合交通体系悄然构筑、日益成型。

由无到有到优、由通达到通畅，和
美甘孜加速联结四面八方，正从万水千
山间阔步走出大横断腹地，离全世界越
来越近；甘孜涉藏地区通往繁华都市的
天然屏障一次次被打开，高原不再遥
远，客货流“双向奔赴”的熙攘情状也正
一次次上演着。

路见美好生活

9月下旬，由北而南、纵贯全境的硕
曲河穿过“‘白珍珠’洒落高原”“玉米地

‘丰景’如画”的乡城县。这里地处大香格
里拉环线腹心地带，被誉为“中国白藏房
文化之乡”，2024四川甘孜山地文化旅
游节在此启幕，引来各地如潮客。

“欢迎大家来香巴拉乡城，欣赏田
园净土白藏房、品尝藏民族特色美食、
体验灌礼敬猫民俗文化，见证和美藏乡
发展成就。”23 日晚的开幕式上，乡城
县发出一份面向国内外游客的“旅行邀
请函”。

厚重且独特的历史人文、丰富且多
元的自然景观，塑造出乡城县别具魅力

的旅游 IP 形象，文旅产业日渐成为推
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往来
游客一饱眼福、大有口福，心灵上陶冶、
精神上享受……这一切都因便利畅达
的交通而成为现实。

距甘孜州府康定市 480 余公里的
乡城县，曾同州内众多县域一般，是迢
迢千里的远方。如今，“此生必驾 318”
川藏南线、“此生有缘317”川藏北线等

“国之大道”跨贯全域，“空中金桥”通向
四方，八方宾客络绎沓来，旅游产业欣
欣向荣。

天路纵横，甘孜州乡镇、行政村通
达率、通畅率均达100%，一条条畅达的
进出州天路，连接的不只是万水千山，
还为全州增添了源源不断的人气和经
济活力，也增强了涉藏地区的自我发展
能力。2023年，甘孜州地区生产总值突
破500亿元大关。

沿路而行，或由 318 国道向西、或
经317国道向北、抑或取道248国道向
南，一路上阅不尽川西北高原的碧野无
涯、峡谷幽深、牛马恣意。江西自驾游客
瞿菁菁对“重走”国民公路情有独钟，

“除了深度打卡海螺沟、稻城亚丁等热
门景区，我们这趟旅程顺着国道 318
线，将它串起的不少3A、4A级‘腰部景

区’体验个遍”。
新晋3A级景区甘孜州康定市的塔

公草原，给她此行留下深刻印象。这块
地处康定市的“绿色地毯”，能见旷野还
能望雪山，离成都不到5小时车程，“草
原不算特别大，体验项目紧凑。骑马、旅
拍、看亚拉，一套玩儿下来没俩小时，体
验感充实舒适。”瞿菁菁在小红书上分
享着旅行笔记。

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的统计，近
年节假日高峰时段，国道318线日均交
通量在 10000 辆至 14000 辆区间。奔
腾 的 车 流 即 是 客 流 ，603.11 万 人 ，
1903.86万吨——是去年甘孜州主要运
输方式完成的客运量和货运量；全年接
待游客 4137.82 万人，实现旅游收入
452.03亿元，分别增长31.5%和31.1%。

今年上半年，全州客货总周转量累
计 76830 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5.73%；

“春运”开行车次累计30440趟（次），运
送旅客量50.4192万人（次）、同比增长
57.48%；“五一”开行车次累计10791趟

（次），运送旅客量174358人次，同比增
长16.10%。

借助交通大动脉，文化旅游正在成
为雪域甘孜各族群众的富民产业。而当
前，全州国省主干道网络日渐完善的同

时，作为公路网络“毛细血管”的一条条
农村公路，“其微循环”的作用也正逐步
发挥最大效用，这让甘孜山乡村寨牧场
的农牧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直线上升。

“公路修到家门口那天，全村人都
高兴得合不拢嘴。2020年又开通了‘小
黄车’，村民挖的虫草、捡的菌子都能及
时到达买主手中。”得益于农村公路建设
和“乡村运输‘金通工程’”的实施，家住
甘孜州色达县翁达镇旭尔沟村的村民德
达宫，不仅出行方便，自己售卖山货便捷
且物流成本降低不少，收入显著提高。

条条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
兴路，在 15.3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
上不断延展、提档升级，使得山货、好
物不再“藏在深闺人未识”，“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早已成为历史，“出门
硬化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照进现
实 ；截 至 目 前 ，全 州 建 成 通 乡 油 路
3410 公里、通村通达路 9400 公里、通
村硬化路 2.2 万公里、溜索改桥 46 座、
铁索桥改公路桥 25 座、危桥改造 499
座，全州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2.7万余
公里，位居全省第一；全州共有“金通
工程”车辆725辆，289个乡镇、2181个
建制村客运通达率均达100%。

续写天路新传奇

（紧接第一版）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
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
择。从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
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到强化有组织
的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再到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
制改革，充分体现了省委对科技体
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对科技创新本
质规律的深刻洞察。改革的目的，就
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激发
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努力产生更
多原创性科研成果。以培育新的生
产力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提升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努力打

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创新驱动本
质上是人才驱动。四川要加快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人才集聚高
地，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重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人才
评价两个堵点。一方面要全面推行
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建好
各类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另一方面
要加快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
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深化科教
界人才“帽子”治理，让科研人员心
无旁骛、潜心钻研。

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
制，以改革驱动创新、以创新引领发
展，必将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注入澎
湃创新新动能。

聚焦“育新机”
抓好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紧接第一版）为党的宣传思想文
化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是创建
于 1954 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
人员训练班，2004 年由北京广播
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近日，

中国传媒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建校 70 年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办学成果，表
达更好地服务党的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
力的决心。

突出办学特色深化改革创新
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

石渠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发石渠县洛须片区寄宿制学校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5133325999567445
6，遗失作废。

石渠县洛须片区寄宿制学校
甘孜藏族自治州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局发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

3300667443387W，遗失作废。
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
泸定县冷碛镇黑沟村村民委

员会在甘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泸定支行留存的私人印
鉴，姓名：侯明峰，编号：51332260
15845，遗失作废。

泸定县冷碛镇黑沟村村民委
员会

甘孜日报讯 为贯切落实 2024
年反假宣传月活动部署，提升经营
收现主体假币堵截能力，帮助群众
掌握必要的人民币防伪知识和技
能，筑牢反假货币防线，营造良好和
谐的现金流通环境，近日，邮储银行
甘孜州分行开展了以“现金支付更
便利 使用现金更安全”为主题的反
假币宣传活动。

邮储银行甘孜州分行联合州公
安局，在全州范围内开展警银联合
进校园宣传活动，向广大师生宣传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代表着国
家的尊严和形象，要爱护人民币，不
故意损坏人民币、不在人民币上乱
写乱画等知识。

同时，邮储银行甘孜州分行还深
入乡村、商户及企业，面对面向村民、
个体商户、企业财务人员讲解人民币
的防伪特征，普及反假货币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并通过“康定微生
活”公众号推送“2024年反假货币宣
传月——人民币上的那些防伪特
征”、甘孜邮政公众号推送“对拒收现
金行为说不”“真嘟假嘟？人民币的防
伪特征”等文章，引导社会公众对存在
拒收现金或排斥和歧视现金支付行
为的商家、企业进行监督，如有此类情
况可通过投诉热线维护自身权益。

本次反假币宣传活动，走访商
户 158 户、企业 30 户、乡村 5 个，覆
盖18个县（市）及23所大中院校，进
一步提高了大家对人民币防伪知识
和技能的掌握，营造了良好和谐的
现金流通环境。邮储银行甘孜州分
行将以此活动为契机，继续致力于
金融知识普及，践行金融机构社会
责任，为构建更加安全、健康的金融
生态贡献力量。

曹焕莉

遗失启事

邮储银行甘孜州分行

开展反假币宣传
确保现金使用安全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广
大群众假币鉴别能力、反假币意识，
维护社会金融秩序，增强公众防范
意识，近日，农行四川省分行协手石
渠县支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反假币
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在柜台、客户等候区
放置温馨提示牌、反假币宣传手册，
提高人民群众识别假币骗局的意识
和能力；普及人民币防伪知识，提升
群众“拒绝假币 净化流通”的意识；
积极开展外拓宣传活动，组织员工

利用业余时间到公共场合开展假币
鉴别知识现场讲解。

活动中，农行四川省分行还携
手石渠县支行深入寺庙对僧尼进行
双语宣讲，帮助僧尼了解假币鉴别
知识。

通过此次反假币宣传活动，让
广大群众了解了更多的人民币知
识，提高了群众识别假币的意识与
能力，并引导群众参与到反假币活
动中，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农行石渠县支行

农行四川省分行、石渠县支行

携手开展反假币宣传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75年，见证一个民族如何彻底甩
下“东亚病夫”的帽子，记录一个国家的
卫生健康事业怎样实现历史性跃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着力构建覆盖全
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用相对较少
的投入解决了全世界约六分之一人
口的基本看病就医问题。新时代新征
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实施健康优先
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 14 亿多人共
建共享健康中国。

重要指标齐改善
健康事业实现历史跨越

今年 8 月底公布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
岁，相比 1949 年的 35 岁，增长了一
倍还多。这样的增速，与世界上一些
高收入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
卫生健康事业进步的重要指标，其大
幅增长集中体现了75年来中国人民
健康水平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健康
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引领卫生健康事
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

一组组数据，标注着人类历史少
有的健康飞跃。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孕产妇死亡
率高达 1500/10 万，生娃如过“鬼门
关”；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五分之
一的宝宝在襁褓中就已夭折。大江南
北，疫病横行，人民体质普遍羸弱。

到 2023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
降至 15.1/10 万，婴儿死亡率降至
4.5‰，均呈数量级的下降。数十年
里，从消灭天花，到消除脊髓灰质炎、
疟疾，我国陆续击退多个肆虐千年的
重大传染病。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已居
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世界最大基本
医疗保障网覆盖超过13亿人。

一个个案例，书写下世界卫生发
展的崭新篇章。

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生；从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农村改厕”，到新时代
的“厕所革命”；从“全党动员，全民动
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到“全社会
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
睛”的指示；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我国逐步走出
一条符合国情的卫生健康发展道路。

90%的家庭15分钟内能够到达最

近的医疗点；相关专科的跨省就医人数
明显下降；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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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病有所医的期
盼，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

75 年风雨无阻，我国卫生健康
事业走过不平凡的历程，14 亿多人
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一步筑牢
健康根基。

织起健康守护网
卫生改革发展不断向前

咳、喘、气短……常见于中老年
人的慢阻肺病，近日被纳入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儿童预防接
种、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项目一
样，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健康服务也有
了政府兜底保障。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版本”升级，是
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不断进步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75年来，针对不同时
期人民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和人民
关切，我国不断推进卫生改革发展。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完善人民健康
促进政策，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

努力让群众“少得病、不得病”，
公共卫生“防护网”愈发紧密——

将疟疾感染病例由新中国成立
之前的 3000 万减少至如今的零，麻
疹、乙脑等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发
病率持续下降，结核病死亡率降至
发达国家水平……75 年来，我国成
功控制或消除了一批威胁人民健康
的重大疾病。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网
络直报系统；大力推进实施癌症、心
血管疾病等重大慢性病早期筛查和
早诊早治项目；成立国家疾病预防控
制局，疾控机构职能从单纯预防控制
疾病向全面维护和促进全人群健康
转变……近年来，传染病、慢性病、职
业病、地方病防控更有效有力。

努力让群众“看上病、看好病”，
医疗“服务网”愈发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每千人口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仅有0.27张、每
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仅有 0.67
人，到 2023 年已经增长至 7.23 张和
3.40 人，分别是此前的约 26 倍和 5
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村村有医务室、乡乡有卫生院；组
建各种形式的医联体1.8万余个，92%

的县级医院达到二级及以上医院医疗
服务能力；在全国建设13个类别的国
家医学中心，在29个省份开展125个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2023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95.5亿，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诊疗
能力比2012年提升近四成，服务流程
不断优化，医疗质量也不断提高。

努力让群众“看得起病”，医疗
“保障网”愈发广覆盖——

从无到有，一张惠及约 13.34 亿
人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全面建立，通过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
保障制度，最大程度让群众告别“小
病拖、大病扛”。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
240元提高到2024年的670元，居民
个 人 卫 生 支 出 占 比 由 2012 年 的
34.34%下降至2023年的27.3%，374
种国家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平均降价
超过50%……

打好疾病攻坚战，织起健康守护网。
积极推进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

公共卫生等各项工作，我国卫生改革
发展为人民健康改善提供了强有力
保障，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广。

创新步履不停
健康中国迈向更高水平

曾经凶险无比，如今生存率极大
提高。针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

“上海方案”，挽救了全球数以万计的
患者生命。

跨越几十年，“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带领团
队完成这段“寻药之旅”，见证了新中
国致力于让亿万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的健康之路。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
并重，坚持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开
启了健康中国建设新征程。

——这是医学科技创新步履不
停的75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实现
了首次分离沙眼衣原体、进行世界第
一例断肢再植手术、成功研制抗疟新
药青蒿素。

近年来，我国推进重大新药创制
和传染病防治重大科技专项，取得手
足口病疫苗、小分子靶向新药等一批

创新成果，CT、ECMO（体外膜肺氧
合）、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开始实现
国产化，一批国家医学中心、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创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快速缩小。

——这是持续推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的75年。

“一根针、一把草”，中医药具有
“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新中国成立
初期，就把“团结中西医”作为卫生工
作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

已有 3000 多项中医药标准，基
本建立中医药标准体系框架；各地普
遍设立中医院校，建立系统的中医药
人才培养体系；从丸、散、膏、丹到滴
丸、片剂、胶囊，中药生产工艺水平快
速提升……如今，优质高效的中医药
服务体系基本建成。2023年，各地已
设置中医馆4万余个，基本实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全覆盖。

——这是不断促进人口高质量
发展的75年。

从5.4亿到14亿多，我国人口总量
增长的同时，人口素质显著提升，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面对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
减分化的新形势，我国逐步完善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和老龄政策法规体系，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
高质量发展。如今，在全国城乡社区获
得健康管理服务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
超过一亿，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7万
个，政策持续保障“一老一小”权益。

——这是协力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的75年。

自 1963 年起累计向 70 余个国
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约3万人次，
诊治患者约3亿人次；以青蒿素为基
础的联合疗法在过去20多年间被广
泛用于治疗疟疾，拯救了全球数百万
人的生命……我国努力为世界提供
医疗卫生“公共产品”。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国之
一，积极参与全球健康议程设定和规
则制订，2013年以来，在世界卫生大
会提出“传统医学”“获得基本药物”
等多项决议并获得通过……我国为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持续
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75年沧桑巨变，75年砥砺前行。
站在新起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2035年建
成健康中国的目标必将如期实现，为
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中
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坚实的健康之基。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

用心守护亿万人民健康福祉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综述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田晓航 李恒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记者 赵
旭 鞠焕宗）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北京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一组
组花坛于 9 月 25 日正式完工、秀出全
貌，烘托热烈祥和的喜庆氛围。其中，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亮相天安门广场
中心；10组立体花坛扮靓长安街沿线。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顶高 18 米，
以喜庆的蔬果花篮为主景，篮内除传统

的牡丹花、月季花等花卉外，首次选取
了分别寓意福禄吉祥、喜庆丰收、红红
火火的葫芦、南瓜、辣椒等蔬果，体现

“蔬果飘香、繁花似锦”。篮体南侧书写
“祝福祖国”“1949-2024”字样，篮体北
侧书写“普天同庆”“1949-2024”字样。
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如意图案，寓意
吉祥如意、国泰民安。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处

长刘明星介绍，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至
复兴门布置 10 组立体花坛，以嫦娥六
号月球背面采样、祖国山川大美场景、
丰收田野上禾下乘凉等元素，具像化展
示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在科技强国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的
成就。据统计，今年国庆期间北京全市
园林绿化部门布置主题花坛 60 余组、
地栽花卉 18 万余平方米、花箱 2 万余

个，使用花卉2100余万盆。
以花坛装扮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

沿线，这一传统至今已延续40载。国庆
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说，每年花坛都以
发展的新成果、新亮点作为当年的设计
主线。“比如，今年突出科技元素、花园
城市建设等，以接地气、年轻化的方式
与公众见面，让人们在赏花坛、闻花香
的过程中感受家国同庆、幸福美好。”

“蔬果飘香”首次亮相
国庆花坛扮靓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记者
王立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5
日最新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夏粮旺
季收购接近尾声，主产区各类粮食
企业累计收购夏粮超7000万吨，收
购量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

据介绍，今年夏粮上市以来，有
关部门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
强粮食收储调控，统筹做好市场监
测、产销衔接、储备轮换等工作，收
购进展总体顺利。

新麦上市后，在有序做好轮换
收购同时，按有关部门工作安排，中
储粮集团公司在河北、河南、山东、
安徽、江苏、湖北等8个主产省（区）
小麦主产区全面增加新季小麦收储
规模，积极发挥市场引领作用，助力
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

目前中储粮已累计启动收购库
点403个，基本覆盖小麦主产区，收
购均价保持在 2500 元/吨以上，有
效发挥了稳市支撑作用。

全国夏粮收购超700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