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黎浩

“这里有清爽的空气、灿烂的阳光，还有

无比奢侈的好天气。”最近，治愈系田园剧《去

有风的地方》让云南大理的美景美食和丰富

多彩的非遗项目再次走入观众视野，也带动

了当地旅游复苏。

剧中隽秀婀娜的自然风光与悠闲惬意的

慢节奏生活，把郭沫若笔下“风花雪月古城

开，洱海苍山次第排”的大理具象化地呈现出

来，田园诗意的生活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跟

着许红豆吃大理鲜花饼”“总要去一趟有风的

地方”……不少人纷纷留言。

《工人日报》记者日前在大理采访时发

现，借着《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剧的热度和

春节假期，大理迎来了久违的旅游热潮。

据美团数据，1 月 3 日以来，大理春节假期

的旅游订单量环比上涨超过 11 倍，景区、酒

店、餐厅纷纷感受到旅游市场升温的暖意。

紧急增加两个停车场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主要拍摄地大理市

太和街道刘官厂村凤阳邑自然村迎来了全国

各地的游客。

“电视剧播出前游客量在 50 人~100 人，

现在一天的游客量已经暴增到近 3000 人。”

刘官厂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

长陈琴告诉记者，随着这一波打卡热，此前乡

村为旅游规划的一个停车场已经无法满足游

客需求，现在又紧急增加了两个停车场。

凤阳邑村是位于千年茶马古道的一个传

统白族村落，日前，记者顺着村口的小道一直

往里走，平坦的水泥路渐渐变成了古旧的石

阶，两侧的土库房高低错落分布，耳旁时不时

传来几声鸟鸣，藤条爬在土黄色的墙面。

据介绍，《去有风的地方》拍摄取景地的

布置经过双方多次沟通，力求一砖一瓦一墙

一草都体现古村落的原汁原味。“喜欢电视剧

的观众可以长期来小院打卡互动，实地感受

电视剧里的场景。”陈琴说。

记者在村落巷道间穿行时看到，村民在

台阶上聊天、打盹，安闲地生活。游客在古院

落学习扎染、体验制作陶艺，俨然一种“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陈琴介绍说，植物染、陶泥、咖啡等业态

早在 6年前就已经引进，将产品和游客共享，

游客在村子的小院可以深度体验式旅居，共

享一种生活方式，“几个朋友约着在院子里吃

个晚餐，自弹自唱玩点音乐，非常舒服。”

电视剧是催化剂

《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写道：“十亩之间

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这是中国人对

理想生活的向往。《去有风的地方》中的取景

地沙溪古镇、喜洲古镇、凤阳邑、云龙天灯海

坪等地吸引了不少游客去偶遇“许红豆”与

“谢之遥”，开启治愈的“有风”之旅。

来自云南昭通的杨敏告诉记者，“许红

豆”从大都市忙忙碌碌的日子到适应悠闲

生活的过程很温暖也很治愈，“谢之遥”在

创业过程中帮助村民乡村振兴，非常激励

年轻人，找回自信，找到重新生活、重新出

发的力量。

记者日前在取景地之一“有风小院”采访

时发现，小院门口已经挤满了游客。

“天特别蓝，每天可以晒晒阳光，在洱海

边走一走骑行一会儿，很放松。”来自江苏南

京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原本她对大理就有好

感，电视剧相当于催化剂，看了之后觉得特别

美好，1 月 9 日晚就买了票，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

喜欢旅游的丁丁告诉记者，虽然从大学

到现在已经去过大理五六次，景点也都去过

了，但看了剧后还是想再去一次，找一找剧中

人的足迹，和阿奶坐在咖啡馆晒晒太阳，在洱

海边吹吹风，学做手工……感受当地的慢节

奏生活。

美景美食关注量同步上涨

从《五朵金花》到《心花路放》，再到如

今的《去有风的地方》，从苍山洱海、蝴蝶

泉、大理古城到沙溪古镇、凤阳邑，大理被

冠以悠闲、治愈之名，也在影视作品的呈现

下让人心驰神往，随之而来的是旅游经济

的向好。

1 月 16 日，大理州景区（A 级景区及洱海

生态廊道、理想邦）接待游客 10万多人次，而

在 1月 9日接待游客量为 5万多人次。

大理市客栈协会会长李海忠介绍，目前

大理有约 7000 家客栈，1 月初的预订量上升

很快，从近段时间的预订情况看，环洱海周边

等位置较好、风景观赏条件好的客栈很早就

已经订完了。

黄焖鸡、乳扇、鲜花饼、炸洋芋、樱桃酒……

电视剧中，大理的美食不断出圈。数据显示，

该剧开播以来，剧中同款美食的搜索量不断

上涨。

其中，“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片片卖”的

乳扇搜索量涨幅最大，同比上涨 544%，由新

鲜玫瑰腌渍制作的鲜花饼搜索量同比上涨

215%，菌子火锅、炸洋芋、玫瑰茶、包浆豆腐

等搜索量也均有上涨。

“已经点过过桥米线、酥皮鲜花饼、玫瑰

乳扇卷、炒饵块的外卖了，剧里的美食都太诱

人了，总是忍不住想立刻吃到，边看剧边吃，

假装我也在大理。”在北京海淀工作的刘黎告

诉记者，最近因为追剧，她“解锁”了很多以前

没尝试过的云南美食，“因为工作我没法立刻

前往大理，但能同频吃上当地小吃，也算让我

的舌头抢鲜体验一把‘大理风情’。”

在陈琴看来，电视剧给“有风小院”所在

地凤阳邑带来很高的热度，但不希望凤阳邑

只有一时的热度，而是希望当热度退却后还

能长久地治愈人们。

“我们在文旅规划上打造了村庄旅游环

线，还有半山茶园，可以俯瞰整个海西的田园

风光。”陈琴说，希望能建立一个长效的运营

机制，持续发展下去。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开播后，

大理的美景美食吸引着各地游客，随

着春节假期到来，大理迎来了久违的

旅游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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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旅游订单量成倍增长，景区、酒店、餐厅纷纷感受到市场升温的暖意——

一部剧唤醒一座城，踩着脚印去“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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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大理市凤阳邑村，游客骑着马在滇藏茶马古道上体验马帮生活。据马场负
责人介绍，最近骑马的游客每天在60人次以上。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摄

水上花市
市民在水上花市参观游览。
近日，2023 年广州水上花市在荔湾湖畔启动。本

次活动依托“荔枝湾·新西关”民俗文化活动平台，展现
特色民俗风情。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半年发放旅游促销奖励资金 183.1 万元，惠及 22 家单位

湖南常德“真金白银”激活旅游市场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 通讯员徐虹雨）“这笔奖励来得

及时，让我们旅游从业者信心更足了！”收获常德市日前发放的

40.82万元旅游促销奖励，湖南常德青松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激动不已。

聚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常德市出台《常德市

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以“真金白

银”激发旅行社、景区、乡村旅游点、旅游饭店、旅游商品企业、

旅游品牌创建单位等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力。短短半年，发放旅

游促销奖励资金183.1万元，惠及22家单位。

记者注意到，《奖励办法》设置了旅游市场促销奖和旅游

品牌创建奖两大类项目。旅游市场促销奖细分为 3 个类别，

即旅游人数奖、年度综合接待排名奖和专项旅游促销奖；旅

游品牌创建奖主要对新评定的国家 4A级以上旅游景区，以及

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和全域旅游示范区等单位或企业给

予奖励。

《奖励办法》对积极开拓市外旅游市场的旅行社、旅游饭

店等给予促销奖励。接待市外游客游览两个以上收费旅游景

区、游客在常德市区住宿两晚以上，且全年累计接待不少于

600 人次的旅行社，每人次奖励 50 元。销售常德旅游线路产

品，全年累计接待游客量6000人次以上且排名靠前的，最高可

奖10万元。

“我们出台《奖励办法》等一系列惠及旅游市场主体的政

策，就是要向社会、市场传达一种积极信号，传达常德高度重视

旅游业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常德市文化旅游广电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该市正按照“大全域·微旅游”的总

体思路，积极构建“快进慢游”旅游体系，探索发展“文化+旅游”

“康养+旅游”“体育+旅游”“农业+旅游”等产业新模式，致力于

把常德全域打造成游客的“心灵故乡”。

（上接第 1版）

就业方面，坚持组织动员脱贫人口外出务工与促进就近

就地就业双向发力，充分发挥东西部劳务协作、对口支援、定

点帮扶和省内劳务协作机制作用，支持就业帮扶车间发展，管

好用好公益性岗位，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强化返乡回流人员就

业帮扶，实施“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多措并举有效应对

疫情影响，确保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中有升。2022 年，

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达到 3278 万人，比 2021 年底增加

133万人，超过年度目标任务 259万人。

产业方面，实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行动，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5%以上用于支持帮扶产业发展，

主导产业特色保险覆盖率达到 70%。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

带农机制，选派产业顾问组，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实施消费

帮扶行动，一些脱贫地区农产品实现量价齐升。

2022年脱贫人口收入同比增长14.3%

（上接第 1版）

泰安市总工会在 1027家产业链企业推行“码上建会”“码

上入会”，全市产业链企业新建工会 180 余家，新发展会员

6700余人，新发展农民工会员 1280人。目前已建立医药及医

疗器械、高端化工、矿山装备及工程机械、新型建材、出版印刷

5个产业链工会组织。

据悉，泰安市总工会创新实施“泰安工惠贷”“泰安工惠

保”项目，为泰安市黄河国家战略重点项目中的企业和职工提

供贴息贷款、意外伤害保险等服务。其中，“工惠贷”项目贴息

贷款资金的使用，突出对改善生态质量，推动流域绿色发展，

构建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和创业就业项目的支持，贴息额

度根据企业规模和个人等类别，分别为 100 万元、50 万元、10
万元贷款本金所付利息的 50%。“工惠保”项目针对符合条件

的一线职工赠送意外伤害保险，保费每人 50 元，由市总工会

承担。

“链”上工会引领职工建功立业

（上接第 1版）

时间接近零点时，程宝刚和徒弟到

饭厅为大家煮饺子。水进锅，点火，拿饺

子……

突然，对讲机里传来急切的声音，

“主任，卸车机三号漏斗报警！”“收到，收

到！”“关火，跟我过去看一下。”程宝刚带

着徒弟迅速赶到卸车机控制室。

“控制一下翻转速度，降低流量，让

煤流缓一缓，保持观察。”程宝刚轻拍着

卸车机控制司机的肩膀说。

大约 10分钟后，警报解除。程宝刚

对徒弟说：“发生故障报警不要慌张，就

像大夫看病一样，要‘望闻问切’，针对病

症采取措施，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兄弟们，饺子已经煮好了。装船、

卸车保持一人在岗，大家轮着吃饺子

了！”午夜，程宝刚高八度的嗓门传遍了

整个集控中心。

据统计，这个夜班共完成电煤装船

12万余吨。

“跟师傅一起在岗位上过年还是第

一次。我从他身上不仅学到了技能，更

学到了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

精神。”张荣生说。

程宝刚对这个徒弟也很满意，“港口

工人一代一代地传承，才能让港口更好

发展。”

师徒传帮带
岗位过大年

（上接第 1版）

“虽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抗疫进入新

阶段的‘决赛’时刻，不能丝毫松懈。”按照正

常的排班表，春节除夕和正月初一，张志刚可

以有一天休息，但因为放心不下，除夕之夜他

很晚才走，第二天一早又来到病区。他说：

“最担心年关难过，现在没有发生应急状况，

终于平平稳稳、顺顺当当地过去了，算是有了

好兆头……”

体验“新冠趴”的重症科主任

所谓“新冠趴”，也就是“俯卧位通气”，在

国家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

五版至第九版中，俯卧位通气都作为挽救治

疗的重要方法之一。

“让患者这样在病床上‘趴’十几个小时，

能坚持住吗？”李斌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重症

医学科（ICU）主任。在以前，ICU 是全封闭

管理，新冠 3年始终保持着“零院感”的记录，

但是从 2022年 12月中旬开始，这里成为治疗

新冠病毒危重症患者的“最前线”，每时每刻

都有一场生与死的决战，同时也考验着治疗

环节中的每一个细节。

尝试了各种体位的“新冠趴”后，李斌找

到了张志刚。作为呼吸 ICU 战场的“老搭

档”，他们共同聚焦一个问题，重症肺炎伴有

严重的呼吸衰竭时，平躺加重病情恶化，“趴”

着使用呼吸机，肯定能够阻止严重缺氧和呼

吸衰竭，增加患者前胸部的血流量和背部的

通气量，但是这样“趴”着，却会造成诸多身体

不适，给治疗带来新的挑战。

“现在收进 ICU 的感染者，都有严重的

基础病，俯卧位戴上呼吸机后，要是没有五六

个护士协助，根本没有办法做 CT 检查……”

张志刚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在重症医学科，每一次生命的“绝地阻

击”，都面临一场全新挑战，必须不断给出最

新的治疗护理方案。在疫情高峰最为紧张的

时刻，李斌和张志刚带领着 80 余名医护人

员，创新性地总结了多套治疗新方法，使上百

位患者在他们手中告别“危重”。

“多数都是高龄患者，有的伴有严重的基

础病，有的还兼有其他严重的感染病，有一

位剖腹产的孕妇，在感染新冠的同时还突发

胰腺炎，治疗中稍有细节上的疏忽，就有可

能错失挽救生命的最后机会。”在看似轻松、

平常的面容下，李斌的心里时刻绷紧着生命

之弦。

1 月 25 日，初四那天，李斌一大早去查

房，看到一切正常，几位危重患者都脱离了危

险。临近中午，他回家领着女儿去给一位长

辈亲戚拜年。3年疫情，“久”别重逢，亲戚准

备的热菜刚刚端上桌，李斌就接到病区打来

的电话，放下碗筷就急忙往回赶。

“结果，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原本就要

转到普通病房呢，但不知怎么却突然恶化

了……”李斌说，面对 ICU 里离去的每个生

命，自己常常比患者家属更感到遗憾。

正午阳光照进ICU病房

“今日破五，辟邪除灾，迎福纳祥，咱们的

许多医护人员也该歇歇了。”临近中午，查完

房的李斌和张志刚在办公室里见面了，两人

又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

科室里有一位新来的 00后小护士，是全

ICU 里唯一没有“阳过”的医护人员，查房的

时候李斌遇见她正好下夜班，“和自己的女儿

差不多大，疫情高峰以来一直没有休息过，业

务上进步也非常快”，李斌为此和张志刚商

量，春节过后给这位护士安排调休。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始建于 1948 年，目前

已经发展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康复、急救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

院，在甘肃省内数一数二。李斌说，“送来我

们 ICU的患者，家属都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为了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这里的医

护人员付出了许多艰辛。护士张莹的父亲，

春节前夕在另一家医院刚刚做完脑部的恶性

肿瘤手术，目前也躺在 ICU 里。这个春节，

她的时间被切为“两半”，从这里的 ICU 奔向

那里的 ICU，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从除夕开始，为了让同事们多一点安心、

少一分牵挂，副主任医师朱磊就没有离开过

ICU，他说：“我应对新冠重症经验多，理应在

关键时刻钉在一线。”2020 年，朱磊作为甘肃

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湖北、支援武汉，2021
年，他又作为主力支援兰州肺科医院，参与了

新冠确诊患者的救治，他也因此被评为甘肃

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其实，自从 2020 年春节新冠病毒暴发，

李斌临危受命 24小时内快速组建集医疗、呼

吸治疗、护理一体化的新冠肺炎 ICU 单元开

始，这里的医护人员就一直在奋力奔跑。

重症医学科（ICU）二病区设在兰州大

学第一医院住院部的 23楼，窗外的城市街景

尽收眼底，正午的阳光穿透玻璃窗洒在病床

前，传递出一缕缕温暖的气息。李斌说，“传

染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大家携手相助，一起

拥抱春天。”

在没有假期的“生命赛道”上奋力奔跑

（上接第 1版）

王欣悦告诉记者，与高压线路“零距离”，每一个动作都要

万分小心，容不得半点马虎和闪失。她已经熟记了 20类不停

电作业的操作步骤，掌握了 10万字的安全规定和技术规章。

经过一个小时的作业，王欣悦和工友们顺利完成了加装护

套的工作，在原地稍事休息后，又迅速赶往下一个作业现场。

“春节期间，为了保障温暖‘一刻不停’，我们也加大了不

停电的作业力度。多的时候，一天要跑四五个点，天没亮就出

门，天黑收工，返程的车上经常能听见鼾声此起彼伏。”

顶过 40℃的烈日炙烤，也扛过零下 10℃的寒风刺骨，一

年四季在外作业，她原本白嫩的脸冻得红黑。“现在南京全市

供电可靠性全国领先。‘宁可我带电，不让你停电’，这是靠我

们日复一日踏踏实实做出来的。”她说。

“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过去一年，王欣悦和工友们共

完成了不停电作业 1.3万余次。“常常会有路人说，‘空中干活

的是个女孩子啊！’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还挺骄傲的。”

空中作业的“不停电女孩”

本报讯 （记者王维砚）近日，2022 年版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公布。本次调整，共有

111 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3 个药品被调出

目录，谈判和竞价新准入的药品，价格平均

降幅达 60.1%。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内 药 品 总 数 达 到 2967 种 ，其 中 西 药 1586
种，中成药 1381 种；中药饮片未调整，仍为

892 种。

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147 个目录外药

品参与谈判和竞价（含原目录内药品续约谈

判），121 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总体成功

率达 82.3%。

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纳入了抗肿瘤、

新冠治疗药、罕见病治疗等领域的药品，糖

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领域也有药品被纳

入。在新冠治疗用药方面，阿兹夫定片、清

肺排毒颗粒成功进 入 新 版 国 家 医 保 药 品

目录。

本次调整中，国家医保局在加强研究论

证、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引入竞价机制、完

善续约规则、优化评审程序，提升目录调整的

科学性、规范性、精细化水平。在调整中，国

家医保局牢牢把握“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将

基金承受能力作为必须坚守的“底线”，将符

合条件的新冠治疗用药纳入目录范围，引入

临床价值和性价比更高的品种，成功实现药

品保障升级换代。同时，本次调整在确保基

金安全的基础上，继续适当放宽了部分目录

内品种的支付范围，药品可及性和用药公平

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介绍，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连续

5 年开展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累计将 618 个

药品新增进入目录范围，同时将一批疗效不

确切、临床易滥用的或被淘汰的药品调出

目录。

中国药学会发布的《中国医保药品管理

改革进展与成效蓝皮书》显示，自 2018 年以

来，医保药品在医疗机构药品使用占比逐年

上升，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临床用药合理性

得到积极改善。同时，创新药进入医保速度

明显加快，常用药品价格水平显著下降，重大

疾病和特殊人群用药保障水平大幅提升，显

著降低了群众用药负担。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于 2023年 3月

1日正式实施。下一步，国家医保局、人社部

将狠抓新版目录落实落地，着力提升广大人

民群众用药保障水平，同时做好新冠病毒治

疗药物价格引导及医疗费用保障。

2022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公布

111个药品新增进医保，价格平均降幅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