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姬薇

“134 家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全部实

施‘中医经典、治未病、外治、康复和护理’5

个全科化，制定 66项中医药适宜技术和 19项

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在全省推广普及。”9

月 8 日，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山东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省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马立新表示，山东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建设实现全覆

盖，确保基层“有馆、有人、有服务”。

2021年 12月，山东省被确立为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一年多来，山东省着力

做好“管理体制改革、服务体系升级、支持保

障加力”三篇文章，打造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齐鲁路径”。近日，记者走访济南、青岛和

临沂三地，调研山东省中医药综合改革给百

姓就医体验带来的变化。

推广“菜单式”家庭医生中医药
个性签约服务

“我有签约医生微信，有事就问医生，家

庭医生也可以上门服务。”在青岛市李沧区沧

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0 岁的高奶奶高

兴地告诉记者，她心脏不好，血压有点高，在

家庭医生帮助下，血压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沧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心国

介绍，由于取消了挂号环节，患者在这里无需

排队，来了直接到健康驿站，测量身高体重血

压等，测完再根据病情到相应科室看病。

记者采访了解到，沧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成立了青岛市首家“蜂毒疗法”中医特色门

诊，专家团队以五运六气理论为指导，创新推出

“二十四节气中医药养生”。目前，该项目已入

选青岛市中医药强市建设“揭榜挂帅”项目。

李沧区卫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全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中医药特色服务，

针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制定中医

药康复方案，推广“菜单式”家庭医生中医药

个性签约服务活动。在 20元基础服务包中，

推出了中医推拿等 8 项诊疗服务可选菜单；

在 100元、200元服务包中加入了包括皮下埋

线、督灸等不少于 18 项超值菜单，满足居民

的不同需求。

结合医保减轻患者负担

在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一间中医日间病

房内，中医理疗科副主任徐成振正在为 74岁

的卞阿姨做针刺治疗。

徐成振介绍说，2022 年起，青岛市遴选

了胃脘痛、骨痹、胆胀和便秘等 19 个中医优

势病种，纳入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管理范

围，实行统筹金限额结算，无起付线，限额结

算标准为 3000 元。“患者在当日治疗结束后

可以回家休养，职工和居民参保人的报销比

例分别为 75%和 65%。这减轻了患者的住院

负担，也发挥了中医‘简便廉验’的特点。”

同时，青岛市开展中医优势病种住院收付

费方式改革，在全市先后遴选出肱骨骨折、腰

痛、冻结肩、湿疮、眩晕、内痔、丹毒等24个中医

优势病种，纳入按病种定额收付费范围，收付

费标准在 6300元~20600元之间，包含患者住

院期间发生的诊断、治疗等全部费用，各医疗

机构在最高收费标准基础上，下浮幅度不限。

近年来，山东省出台一系列医保支持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政策，将 1381 种中成药、

892种中药饮片和符合条件的中药配方颗粒、

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支付，取消中药饮片个人先

行自付比例，降低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和中药制

剂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分别到10%和15%以内。

“智慧中医”有效解决医患信息
不对称、群众看病不便利问题

记者了解到，青岛还推出了“中医药特色

服务电子地图”，居民登录青岛市卫生健康委

官网，扫描电子地图二维码，就能获取医疗机

构中医专病专技特色门诊、中药院内制剂、名

中医药专家等特色服务信息，有效解决了医

患信息不对称、群众看病不便利等问题。

青岛市卫健委副主任、市中医药管理局

专职副局长赵国磊表示，为满足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青岛试点实

施“互联网+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组织专

家选出拔罐、刮痧、艾灸等多项中医药适宜技

术，通过“网约护士”和“网约大夫”，为群众提

供上门服务、在线问诊开方和药品配送等全

链条服务。

据了解，山东省二级以上中医医院还实

现了中药代煎配送到家全覆盖，全流程方便

群众看病就医。记者登录“健康青岛”微信公

众号发现，进入系统自测即可获取由系统自

动为测试者提供包括饮食、运动等在内的个

性化中医药健康指导建议。

在山东临沂市中医医院门诊，“一病两处

方”（一个治疗处方，一个中医健康教育处方）

受到好评。在病房，患者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录入信息，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在临床科室开

展“患随舞动”，推广20余种中医保健康复操，

其中“肛肠保健操”“养心保健操”等12种为原

创。利用数字化健康管理平台，成立随访中

心，对出院后的患者进行随访和健康指导，实

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临沂市中医医院打造区域内智慧共享中

药房—共煎中心服务平台，实现了中药饮片

集采购、调剂、煎煮、配送、药事服务“五统

一”。以患者为中心，共煎中心实行“三免措

施”，即免调剂费、配送费、煎药费，提升患者

的就医体验感。

凭借“一方一码”，患者还可实时查看煎

药操作流程、关键节点照片等信息，通过实时

监控和回放方式，追溯每张处方的煎药过程，

真正做到阳光煎药；患者也可以在手机端查

询配方煎药流程、物流追踪信息，追溯处方中

药饮片来源信息，了解处方中药材的功效信

息。目前，该平台已为患者减免煎药费及配

送费 300余万元。

特色服务多了，就医负担轻了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走出“齐鲁路径”

阅 读 提 示
针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

制定中医药康复方案；推广“菜单式”家庭

医生中医药个性签约服务；遴选中医优势

病种，纳入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管理范

围；推出“中医药特色服务电子地图”……

被确立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首

批建设省份一年多来，山东省着力打造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齐鲁路径”。

国产带状疱疹疫苗在海南开启接种
本报讯（记者 赖书闻）“周边亲友许多人得过带状疱疹，都

说得了这个病太疼了，非常遭罪。”9月 19日上午，国内首个适

用于 40岁及以上人群的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在海南省妇女儿

童医学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完成全省首针接种，标志着备受瞩

目的国产带状疱疹疫苗在海南省接种正式启动，68岁的卓先

生完成接种，他也是海南省首个国产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者。

目前，国产带状疱疹疫苗已在海南省秀英区和三亚市完

成首针接种，陆续在该省各区县实现供应。广大适龄人群在

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即可接种国产带状疱疹疫苗。

“不论是否明确得过水痘或带状疱疹，均可接种带状疱疹

疫苗。”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陈碧玉介绍，这

个疾病是中老年人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数据表明 90%以

上成人体内有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潜伏，大约 1/3 的人在一

生中会患带状疱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是预防带状疱疹最经

济有效的手段。

目前带状疱疹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国产带状疱疹疫苗

的上市，不仅打破了依赖进口的现状，更将适用人群扩大至

40岁以上。

秋季过敏性鼻炎该如何防护？
本报记者 裴龙翔

又到了过敏性鼻炎高发的秋季。哪些是导致鼻炎秋季易

发的主要诱因？我们又该如何针对它们进行相应的防护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变态反应科（过敏科）的两

位医师郑青、郭胤仕认为，温度变化的刺激、秋季花粉的过敏

和螨虫过敏都可能是造成秋季过敏性鼻炎的原因。

郑青介绍，在夏秋交替之际，气温由暖转凉，昼夜温差变

大，对呼吸道形成的刺激明显。而过敏性鼻炎患者原本就处

于呼吸道高敏感的状态，对温度的变化要比常人更加敏感，故

易在秋季高发。因此，过敏性鼻炎患者在秋季更需注意保暖

防风、适时增减衣物。同时，预防感冒避免鼻炎加重，但也需

积极明确诊断，以免与秋季感冒混淆。

郭胤仕告诉记者，其实花粉过敏的好发季节除了春季还

有秋季，而过敏性鼻炎也是花粉过敏的主要表现之一。我国

的夏秋季花粉主要以草花粉为主，比如蒿属、葎草、豚草等，地

域不同也会有所差异。而花粉过敏往往和食物过敏有着交叉

过敏组分。例如对艾蒿过敏者可同时对芹菜、蘑菇等食物过

敏。因此，过敏性鼻炎患者需要积极查找过敏原。如果明确

对花粉过敏，除了减少外出、佩戴口罩眼镜、注重个人卫生以

外，还可根据每种花粉不同的致敏特性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

回避和治疗。

此外，22 摄氏度左右的天气非常适合螨虫生存，因此秋

季也是螨虫繁殖的最佳时期。所以，存在螨虫过敏的过敏性

鼻炎患者在秋季更应注重除螨除霉，保持房间的干燥卫生，而

在换被褥时也可尽量选择不易滋养螨虫的人工材质。

两位医师表示，其实，过敏性鼻炎是慢性疾病，慢病管理

的关键在于平时的疾病控制。因而，坚持过敏性疾病“四位一

体”的综合治疗，即“良好的患者教育+正确诊断及避免接触

过敏原+适当的药物对症治疗+标准化特异性免疫治疗（脱敏

治疗）”，将过敏性鼻炎尽量维持在平稳或轻症状态，才最有助

于抵御季节变化等诱因所带来的影响。此外，洗鼻、鼻部保暖

按摩等也是用于鼻炎治疗和减缓发作的辅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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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一楼中草药窗口处，摆放着一杯杯酸梅饮。“它适合暑气伤
津、胃纳不佳的群体，患者和家属就诊时可以顺便来品尝。”药剂科主任刘华强介绍说，作
为山东省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培育单位，医院根据二十四节气推出不同配方的免费中
药代茶饮，满足群众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 本报记者 姬薇 摄

（上接第 1版）

晚上 20时，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盛唐密

盒”“华灯太白”等主题演出点前人头攒动。

“我们强调一步一景，街区一共设立了 22 个

演出点，每天提供 50 多场精彩的主题演出。

暑假期间，日均客流量达到 30万人。”大唐不

夜城步行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地处陕西关中渭

北，距离西安机场 35 公里，过境公路有福银

高速、关中环线。2007 年以来，袁家村以乡

村旅游为突破口，引来了 800多名创客，吸纳

就业 3000 多人，实现年游客接待量 600 万人

次以上，旅游收入超过 10 亿元，村民人均纯

收入 10万元以上。

“从发展乡村旅游，到转型乡村度假，再

到发展产业，进城出省，袁家村的旅游发展经

过 3个阶段。”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郭洪江介

绍说，“通过旅游吸引游客来，通过诚信做品

牌，以食品安全为突破，销售当地农副产品，

带动农副产品的加工，加工产量会倒逼一产

的种养殖，最后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近年来，围绕资源禀赋，关中、陕北、陕南

分别规划建设综合文化旅游区、红色文化旅

游区、自然风光和生态文化旅游区，充分发挥

区域优势，体现本地特色，与美食、演艺、文创

等业态融合，促进消费活力不断提升，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工业强链补链延链，提升发展动力

“神舟”飞天、“嫦娥”登月、眼镜框、羽毛

球拍……位于宝鸡高新区的宝钛展览馆内，

航空、航天、海洋、民用类钛及钛合金制品琳

琅满目。

作为我国目前最大的以钛及钛合金为主

的专业化稀有金属生产科研基地，宝钛集团

拥有钛材、装备设计制造、新材料等 3大产业

板块，形成了从海绵钛矿石采矿到冶炼、加工

及深加工、设备制造的完整钛产业链，其中，

主导产品钛材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0％
以上，是中国钛及钛合金国标、行标的主要制

定者。

在吉利汽车宝鸡制造基地焊装车间，机

器人不停挥舞“手臂”，焊花飞溅，这里已经

实现 100%自动化。平均每 90 秒，就有一台

新车从总装车间下线。吉利汽车宝鸡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蓝群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共

有两款产品——银河 L7、博越 L 并线生产。

截至 2022 年，宝鸡公司累计制造博越产品

70 余万台，创造产值 776 亿元，带动 40 余家

汽车零部件企业本地化，创造近千亿元的产

业带动效应。

近年来，宝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全力推动钛及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优

势装备制造、食品工业、高端能源化工 5大优

势产业集群。通过强链补链延链，推动企业

转型升级，打造了一批创新能力强、创业环境

好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园区，实现产业向集约

化、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陕西坚持把重点产业链提升作为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在链式创新、链式招

商、链式服务上加力提效，取得成效。”陕西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张康宁表示，下一步，

陕西将继续着力强化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

道，培育竞争新优势。

聚焦非遗、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活力

一楼生产车间，工人们手拿藤条专心致

志编织；二楼展示厅，展架上陈列着各种制作

精美的藤编成品，这是记者在汉中市南郑区

黄官镇良顺匠心产业园看到的场景。

“汉中藤编是以青藤、竹、木为原料，运用

手工编制各种生活器具或工艺品的传统技

艺，具有纯天然、纯手工、绿色环保、质韧体

轻、大方耐用、雅致简朴、透气舒适等特点。”

良顺藤编公司董事长、非遗传承人陈良顺告

诉记者，2021年 5月，汉中藤编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近年来，汉中市南郑区积极传承推广“汉

中藤编”非遗技艺，形成了藤编、竹编、棕编、

扇编、草编“五编”特色产业，有力促进了农村

劳动力居家灵活就业和庭院特色手工业快速

发展。

目前，南郑区藤编产业年销售额 5000 万

元，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来源。

“秦蜜、秦脆、瑞雪、瑞阳……”在延安市

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种植基地，不同品种

的苹果挂满枝头。

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筹建于 2009 年，

园区规划总占地 13 平方公里，核心区占地

5000 亩。“按照‘围绕苹果，延伸链条，园区承

载，集约发展’的思路，我们引进了国内最先

进的智能冷气库和智能选果线，深入推进以

分级分选、冷贮冷运、加工物流等为主的苹果

产业后整理，确保效益最大化。”洛川县副县

长张军旗告诉记者。

据了解，2022年，洛川苹果总产量 105.86
万吨，综合产值 130 亿元，89%的果农户年收

入在 10万元以上，苹果真正成为洛川县域经

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首位产业。

厚植产业发展沃土 三秦大地焕发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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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助力生产、促进消

费、推动流通方式转型创新的现代服务业，我

国快递业多年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快递企

业、职工数量不断增加。近年来，结合快递行

业特点和职工队伍实际，中国国防邮电工会

大力开展快递职工建会入会和维权服务工

作，让快递职工感受到工会组织“家”的温暖。

——中国国防邮电工会组织开展了“快

递员万人网上集中入会仪式”、非公快递企业

5 万名职工网上集中入会、“会、站、家”一体

化专项补贴等系列活动，带动快递业各级工

会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工作步伐，推动快递业

“会、站、家”一体化建设不断扩面提质。特别

是，2022 年底中国国防邮电工会推动召开顺

丰“工会代表”建制十周年经验交流会，总结

推广顺丰“工会代表”制度，推动快递行业基

层工会改革创新。

——中国国防邮电工会会同全国总工会

相关部门和地方总工会，以推动头部快递企业

建立集体协商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重点，建

立健全快递职工权益保障机制。2023年 3 月

以来，圆通、中通、韵达、极兔、申通、德邦、顺

丰等 7家头部快递企业先后召开（全网）职代

会（扩大）会议，签订覆盖直营网点和加盟网

点职工的全网集体合同，对劳动报酬、劳动

保护、福利保障、奖惩制度、职业技能培训、

女职工特殊保护、民主权利等进行约定。加

上此前已经签订集体合同的中国邮政、京东

物流，累计为 290 多万名快递职工兜住权益

保障底线。

此外，中国国防邮电工会推动快递员温

暖服务活动常态化。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 月组织开展的“快递员温暖服务季”活动，

各级工会投入资金 2000余万元，惠及快递员

60 余万人次。中国国防邮电工会推动邮政

集团加强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目

前已经突破 1 万个，有效帮助快递员等户外

劳动者解决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

等问题。

让“小蜜蜂”感受到工会组织“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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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层次分明、责任清晰、横向联动、纵

向支撑”的工作思路，常州供电组建了“创客

团队”27 支、“劳模骨干团队”14 支、“专家导

师团队”25 支，分别对接创意征集、职工创新

和科技创新等各层级的创新活动，实行“能进

能出”和名单滚动更新机制，打造阶梯型创新

人才队伍。

互联互通 聚拢内外资源

“以前只是在自己的创新工作室搞创

新，眼界和想法有限，自从加入了省公司和

市总工会的创新工作室联盟，通过交流学

习，我们能从不同单位甚至不同行业取长补

短，帮助我们搞出更好的创新成果。”劳模创

新工作室带头人胡坚中是省公司营销服务

专业创新工作室联盟副盟主，他充分利用联

盟系统内外资源，提升创新效能，率先在全

省打造“电费经理人”服务品牌，为客户量身

制定《用电客户电力体验报告》1500 余份，并

携手联盟伙伴单位完成创新成果攻关 10 余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4 项，为企业降损增效

1亿多元。

针对职工创新缺少帮手的问题，常州供

电纵向牵头江苏省电力公司营销服务专业创

新工作室联盟工作，横向融入常州市总工会

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活动，推动劳模创

新工作室创新活动向“跨区域、跨专业、跨单

位”的“三跨型”合作模式转变，让职工创新不

再“单打独斗”。

完善机制 加速创新孵化

“一开始我对搞‘电热耦合项目’有信心，

也有担心。信心是觉得技术路线没问题，前

景肯定很好，担心是需要不少资金怕不好申

请。但是公司在审核了我的前期研究后，很

快支持了研发资金，还在研发中期又专门划

拨了一笔费用，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职工

袁俊球如此感慨。

通过对袁俊球劳模创新工作室“电热

耦合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常州供电

全程跟进项目立项、技术研发、成果实践，

及时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协调产业单

位和外部企业开展投产试用，有效加速项

目成果转化。目前该项目成果每年可为企

业节省用能成本近 100 万元，累计销售利

润 500 余万元，并荣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针对职工创新项目，常州供电实行全生

命周期管理，健全创新管理机制，加强创意征

集和孵化的前置管理、攻关阶段的监督指导，

强化资源支持，注重成果转化，推进荣誉申

报，把好创新项目立项关、进度关、结项关，推

动项目“开花结果”。

聚拢内外资源 全员创新创效

新华社拉萨10月5日电 第二次青藏科考卓奥友峰极高

海拔综合科考队矿产资源与地质环境科考分队的科考队员近

日从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海拔 4950米处沿山而上，到达岩石

样品采集目的地——卓奥友峰。

卓奥友峰海拔高达 8201米，是世界第六高峰。

路旁的岩石碎块在阳光下显出金属的光泽。“这里的石

头含有稀有金属元素，在卓奥友峰的不同海拔采集岩石样品

能让我们了解卓奥友峰地区稀有金属分布层位情况。”分队

科考队员、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小

驰介绍。

“这是我们首次对卓奥友峰海拔 5400米处至峰顶区域及

山峰周边区域的岩石样品进行系统性采集。”刘小驰说，本次

科考采集不同海拔、岩性的岩石样品超过 60块。

与山脚在表层就可拾取的岩石样品不同，海拔超过

8000 米的峰顶区域的岩石样品被冰雪覆盖，科考队员在登

顶后需从峰顶向下每 50 米用地质锤等工具对冰雪之下的

岩石样本进行采集，一块极高海拔岩石样本的采集耗时数

分钟。

分队队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福元告诉记者，此前，在世

界 14座海拔超过 8000米的山峰中，我国仅对珠穆朗玛峰的岩

石样品有系统、完整的资料。

“2018年我国曾有团队在卓奥友峰海拔 5700米至 6400米

处进行岩石样本采集，但数据几乎没能得到保存。”吴福元说，

对卓奥友峰区域岩石样品的首次系统性采集为进一步探明喜

马拉雅地区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储量、揭示青藏高原隆升历史

提供科学支撑，同时为我国海拔超过 8000米山峰资料的保存

与研究提供更为扎实的样本。

（记者刘洲鹏 陈尚才 聂毅）

我国科考人员首次系统性
采集卓奥友峰岩石样品

新华社北京10月 5日电 （记者于文静）据农业农村部 5
日农情调度，全国秋粮已收获 42.2%，河南等前期收获进度偏

慢地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目前收获进度已与去年同期

相当。

记者 5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中稻收获过五成，玉

米收获过四成，大豆收获近四成。同时，西北地区冬小麦播种

过两成、冬油菜播种近五成，长江中下游地区冬油菜播种过两

成，黄淮海、西南地区陆续开始播种。

据了解，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把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粮

食生产“头号工程”，以 100 个大豆、200 个玉米大县整建制示

范带动，主推密植技术模式，提高关键措施到位率，下一步将

总结经验，着眼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全环节，制定实

施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组装的综合性方案，把粮

油作物单产全面均衡地提上来。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