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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看中医告别难、慢、烦
——来自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的观察

从四川成都开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镇江
关站的列车经常处于满载状态。在镇江关站到
达区，笔者看到有的乘客已经穿上滑雪服，做足
滑雪准备；有的乘客紧跟旅游团，热情讨论着九
寨沟黄龙之旅……入冬以来，前往阿坝州赏雪
滑雪的游客络绎不绝，阿坝各市县依托独特

“冷”资源持续拉动文旅“热”经济。
距离松潘县城40分钟左右车程的奇峡沟

滑雪场连日来热度不减。“‘尔滨’太远，但松潘
很近，从成都坐火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比自驾
省事不少。”和家人专程前来滑雪的魏先生说，

“我们购买了滑雪套餐，套餐包含装备，又给每
人租了一件20元的护具，很划算。”

“奇峡沟滑雪场2017年开业，目前设有初、
中级道，适合亲子和入门级滑雪者游玩，今年将
规划开建二期项目，建设高级雪道。”松潘岷鼎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岳燕说，雪
场还设置了奇幻雪世界、雪地摩托等项目供不
同群体游玩体验。今年元旦假期以来，雪场已接
待游客5000多人次。

阿坝州高原冰雪资源丰富，是南方不可多
得的赏雪玩雪胜地。结合地区资源特点，阿坝州
目前已建成6个滑雪场，投入运营不同等级雪

道26条，开放面积约43.2万平方米。
在理县毕棚沟景区，观雪山、泡温泉、玩冰

雪等冬日玩法备受游客青睐。“景区拥有卓玛
滩、磐羊湖两大冰雪娱乐场，卓玛滩设有初、中
级雪道，磐羊湖主要经营雪圈、雪地越野以及香
蕉船等冰雪娱乐项目。”毕棚沟景区企划部经理
任梦雪说，为了进一步释放冬游市场活力，景区
还针对川渝地区游客实行滑雪板 7.5 折优惠
活动。

笔者看到，除了雪山冰川等天然景观，毕棚
沟景区在核心景点磐羊湖设立了“阿来书屋”，
书屋共藏书2000余本，不时有游客前来阅读休
憩；龙王海观景点的科普展馆已提升完成，预计
月底开放，展馆内陈列不少动植物标本和相关
介绍。“希望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游客在感受
山河冬韵的同时，能够对高原丰富多样的动植
物有更多认识。”任梦雪说。

冬季游的火爆也让毕棚沟景区周边民
宿、农家乐的经营淡季变旺季。毕棚·拾光温
泉酒店距离景区仅 1.5 公里，每逢周末往往

“一房难求”。泡温泉、围炉煮茶、篝火晚会、亲
子乐园……酒店开业4年多，持续更新的业态
让酒店负责人谢斌不愁客源。

“国庆以来生意一直都很好，入住率目前保
持在70%左右，2023年全年营业额达到400多
万元。”谢斌是理县土生土长的藏族汉子，2019
年返乡开了酒店，带动当地多名群众就业。

自2023年底川青铁路通往阿坝州以来，沿
线地区旅游业更火了。在九寨沟景区，第十九届
冰瀑旅游节近日开幕，独特的蓝色冰瀑“圈粉”
众多游客；在茂县，九鼎山太子岭滑雪场接待游
客量持续上涨，购买牦牛肉、糖心苹果、花椒成
为川西高原短途游的“标配”……

据了解，从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阿
坝州推出包括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等热门景
区在内的国有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门票买
一送一”的活动，发布国有4A级以下旅游景区
门票全免的优惠政策，同步发放200万元冬季
旅游消费券，吸引广大游客前来体验。自2023
年入冬以来，阿坝州已接待游客686万人次，实
现综合收入55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冰雪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冰雪运动的普及力度，加强自主IP精
品赛事打造，努力把阿坝州打造成为南方冰雪
旅游胜地和冰雪运动基地。”阿坝州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副局长卞思雨说。（新华社邢拓王曦）

本报讯（颜颖）1 月 21 日，“何以长
江——长江文化数字大展”VR展馆上线。

去年年末，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南京
市政府主办，南京市委宣传部、江苏有线、
省文投集团、南京市建邺区政府承办的全
球首个长江主题数字大展在南京开幕。

“何以长江——长江文化数字大展”借用
数字技术和数字逻辑，高度凝练、诗意表
达了穿越千古奔腾而来的长江文化。为赓
续传承长江文化血脉，让这场数字文化盛
宴永不落幕，江苏有线突破时间空间局
限，倾力打造“何以长江——长江文化数
字大展”VR展馆。

此次上线的VR展馆平台利用虚拟现
实技术，1∶1还原大展，观展者可沉浸式参

观游览长江上、中、下游的风貌与风情，溯
源伟大母亲河的文化之魂。观展者通过页
面上方的功能按钮还可解锁全景模式、背
景音乐、VR模式、参观导览等多种特色功
能，实现第一视角“入画”长江，亲身体验
长江文化数字大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江苏有线聚焦数字
创新与突破，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创新改革
的重要方向。目前，江苏有线积极布局发
力“数字化”，持续优化服务与运营流程。
此次云游长江更是与数字人民币精彩碰
撞，线上观展者下载数字人民币钱包，即
可以体验价购买文创产品，参展观众可在
各场景中参与丰富的数字人民币支付活
动，体验“数字人民币+”的无限可能。

新华社南京1月22日电（记者 王珏
玢 邱冰清）正值数九寒天，寒冷寂静的冬
夜里星空却很“热闹”。数量众多的亮星、
清晰好认的星座、奇妙绝美的深空天
体……这些是冬季星空独有的魅力。冬
季天气晴好概率高，群星璀璨，星星、星
座易于辨认，是不可错过的观赏佳季。

“冬季是一年中可见亮星最多的季
节。由大犬座天狼星、小犬座南河三及猎
户座参宿四组成的‘冬季大三角’是代表
图案之一，位于天球的赤道附近，几乎整
个北半球都可见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说，天狼星是全
天最亮的恒星，视星等为-1.46 等，1月
下旬天黑后，可见天狼星高悬在天空东
南方。南河三是全天第八亮的恒星，参宿
四也是全天前十亮的恒星。

在天狼星的南方，有全天第二亮的恒
星老人星，呈青白色。王科超介绍，虽然老
人星很亮，但大多数北方观察者却看不见
它，南方公众可在冬季午夜前后，尝试向
南方低空寻找这颗星。

“冬季大三角”中的天狼星与南河三
还有另外的“组别”，它们与猎户座的参宿
七、金牛座的毕宿五、御夫座的五车二、双
子座的北河三连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六边
形，被称为“冬季大钻石”。其中，五车二、
参宿七全天恒星亮度排名分别为第六、第
七。其他的两颗均为一等星。

“冬季大钻石”成员所属的星座几乎
将冬季星空的明星星座全部囊括。其中，
有7颗一等星的猎户座是绝对主角。对北
半球来说，冬季夜幕降临后就能在天空东
南方向看到它。在猎户座“腰带”下方，肉
眼可见一团模糊的光影，那是猎户座大星
云。“它由星际尘埃和气体构成，是孕育新
恒星的地方。”王科超说。

在猎户座西北方的金牛座也是冬季
星空的代表性星座之一。王科超介绍，位
于金牛座“背部”的昴星团是一个好看的
疏散星团，由几千颗恒星组成，肉眼通常
能见到其中最亮的六七颗。冬季天黑后昴
星团已高悬于东方天空，非常适合观测。
此外，在金牛座中还有著名的蟹状星云。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记者 戴小
河）国家邮政局22日发布数据，2023年
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20.7亿件，
同比增长19.4%。

其中，2023年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
完成136.4亿件，同比增长6.6%；异地快
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53.6亿件，同比增
长20.5%；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
完成30.7亿件，同比增长52%。

2023年邮政函件业务累计完成9.7
亿件，同比增长 2.7%；包裹业务累计完

成 2470.2 万件，同比增长 40.6%；报纸
业 务 累 计 完 成 167 亿 份 ，同 比 增 长
0.8%；杂志业务累计完成 6.5 亿份，同
比下降5.7%；汇兑业务累计完成349万
笔，同比下降19.5%。

2023年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
比重分别为 75.2%、16.7%和 8.1%。与
2022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递业务量
比重下降1.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快递业
务量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快递
业务量比重上升0.6个百分点。

新华社沈阳1月21日电（记者 于也
童 刘艺淳）随着哈尔滨成为文旅“顶流”
城市，东北旅游逐渐“出圈”。越来越多
外地人到东北嬉冰雪、看冰灯、体验热
炕……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南方游客对室
外寒冷、室内干燥的环境不适应，遇到了
一些皮肤问题。皮肤干燥、瘙痒怎么办？手
指“冻肿了”，温度一高“又热又痒”怎么回
事？记者近日采访了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皮肤科主任医师刘岩，回应南方游客关心
的焦点问题。

“东北地区室内和室外温差较大，长
时间待在暖气房，皮肤可能会失去水分，
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同时，过于
频繁或用过热的水洗澡可能剥夺皮肤表
面的天然保湿油脂，使皮肤更容易受到

外部刺激，出现干燥、瘙痒等问题。”刘岩
提示，可使用加湿器或放置水盆，保持室
内湿度，也应避免经常性搓澡破坏皮肤
角质层。

“感觉皮肤干燥、瘙痒时，可选择玻尿
酸、甘油等润肤剂涂抹在患处，避免用力
搔抓皮肤，以防止擦伤和引起感染，症状
严重者应尽快就医。”刘岩说。

冬季的另一种烦恼是皮肤“冻疮”，表
现为手指“肿”得像萝卜，温度升高或一到
晚上“又热又痒”，也常见于手指背部、足
趾背部、颜面和耳部等暴露部位。

刘岩建议，应保持冻疮局部皮肤干
燥，做好保暖工作，可外用冻疮膏、维E软
膏等；若情况严重，应及时就诊。请勿乱用
冻疮偏方，如辣椒水等。

本报讯（杨婷钰 史海雯 陈有玲）1
月18日，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二十里铺
村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由城
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委宣传部、
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主办的城北区2024年

“三下乡”文化进万家暨移风易俗主题宣
传活动启动。

文明实践活动邂逅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碰撞出红红火火的年味儿。本次活动选
送舞蹈《领航》、青海小调《亲家母夸城乡》、
小品《婚宴》、打搅儿《移风易俗》、歌伴舞
《青海情》等8个优秀节目，以文化人、以艺

通心，用传得开的歌曲、看得懂的舞蹈、接
地气的文艺形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聆听
到党的声音、感受到党的温暖，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文化素养。现场还组织了3位书法
家挥毫泼墨，为群众免费书写春联。

此外，由城北区委政法委及团区委、
区妇联、区教育局、区司法局等相关单位
干部职工组建的志愿服务队为村民们带
来了科普宣传、惠农政策解读、农产品质
量安全宣传、爱心健康问诊、法律咨询等
服务，还为村民发放了科普、扫黑除恶、维
权等宣传资料。

1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文薮鼓楼福相伴·翰墨飘香进万家”2024年迎新春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在安泰街道鳌峰坊正式启动，书法家和小
学生书法志愿者现场挥毫泼墨，为广大市民送“福”字、写春联，寄予新春祝福，深受市民欢迎。 谢贵明 摄

四川阿坝：高原冷冰雪拉动文旅热经济

“何以长江——长江文化数字大展”VR展馆上线

2023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20.7亿件

青海西宁市城北区“三下乡”活动惠民又暖心

亮星出没 冬夜星空很“热闹”

勇闯东北的你，请收下这份皮肤健康提示

新闻集装箱

打造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开展中医多
学科联合会诊，推出“中医CT”实现快速体质
辨识……围绕以较低费用取得较大健康收益目
标，探索符合中医药自身特点和规律的中国特
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上海等7个省（市）建设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已满两年。

笔者近日调研发现，示范区聚焦群众关切，
在中医药服务体系、服务模式、医保支持等方面
取得改革突破，让“看中医用中药”更便捷、更安
心、更省钱。

更便捷：织密基层中医药服务网

四川省成都市市民谷先生因脑梗导致偏
瘫，经四川省中医医院康复科治疗后，转至家附
近的青羊区中医馆继续住院康复治疗。能在“家
门口”住院让他踏实了不少，也方便了许多。

能否打通中医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
对示范区建设成效的重要检验。

“要让社区成为中医药服务主阵地。”上海
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闻大翔介绍，全市构建起
一张由24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986家社
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组成的“家门口中医
药服务网”，将中医药服务融入居民生活圈。

为了让群众就近就便获得优质中医药服
务，各示范区纷纷探索如何“织密基层中医药服
务网”——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将中医药纳入“车
载流动医院”服务内容，包括每个中高山乡镇
在内的所有乡镇均设有流动医疗服务车；山
东、江西等省持续开展基层中医馆建设，实现
全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
设置全覆盖……

不但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点”越来越多，
现代科技的加持，还让看中医告别了“难、
慢、烦”。

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红石板社区数字中

医馆，居民通过“中医CT”人体数字画像系统，
可以进行人体成分分析、中医体质辨识等体检
体验，医护人员根据采集的数据可为患者提供
针对性的健康干预。

“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在“中医
CT”采集数据基础上，50多岁的糖尿病、高血
压患者刘先生经过3个月中西医结合干预，血
糖、血压得到了控制，体重也从94公斤降到78
公斤。

更安心：提升中医临床诊疗水平

2023年11月21日，76岁的黄兴珍因肺部
感染快速进展，伴发心衰、肾衰、呼衰等，情况危
急，可她却不愿接受气管插管和血滤等有创治
疗。经过绵阳市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病房科以中
药饮片为主要手段悉心治疗，黄兴珍病情逐步
好转，如今已痊愈出院。

以中医主导治疗急危重症和疑难危重症，
是中医经典病房的“看家本领”。针对疑难病例，
绵阳市中医医院还开展了数十次中医多学科联
合会诊，组织多领域中医专家共同研究制定治
疗方案，力争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建议。

疗效是中医药的生命线。为了让患者看中
医更安心，一些示范区在中医优势专科建设上
寻求突破。

针对中医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均衡等问
题，山东开展齐鲁中医药优势专科集群建设，建
成15个专业28个集群657个成员专科，带动县
（市、区）中医医院均衡发展。

“作为其中10个集群的牵头单位，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制定了36个中医优势病种
的诊疗方案并在基层推广，力争实现同质化诊
疗。”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徐
向青说。

中药质量好，疗效才能有保障。
山东建设智慧共享中药房，有效解决基层

医疗机构饮片配备不全、质量不高问题；浙江实
现中药材“一物一码”全链条一键追溯，让“田
间”到“碗里”的流程清晰可见；四川积极推进中
药材标准化种植，从源头保障中药质量……各
示范区大胆探索，让群众放心用中药。

更省钱：医保政策向中医药倾斜

住院费用偏高是就医的一大痛点，为此，山
东多地开展了中医日间病房试点。在这种病房
管理模式下，一些中医优势病种被纳入中医日
间病房医保结算管理范围，患者在当日治疗结
束后经医生允许可以离院。

在威海，推出中医日间病房后，通过减少床
位费、护理费，合理控制检查检验和药品费用，
患者住院次均费用下降了千余元，医院床位使
用率也翻了一倍。

增强人民群众的中医药获得感，是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上海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费”
改革，确定首批22个病种，创新中西医并重的医
疗付费模式；四川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中医项目、
中药纳入医保支付，按乙类管理药品的个人先
行自付比例降低到10%；湖南2022年将629个
中药医院制剂纳入医保……各示范区不断完善
医保政策，为群众看中医、用中药省下更多钱。

笔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示范区
在开拓中医药服务领域、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
等方面积极努力，得到医保政策有力支持，为患
者带去实惠，一些改革举措还实现了患者、医
院、医保、中医药多方共赢。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建设不断向深度进军、向广度拓展、向难
度攻坚，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让更多地
方、更多人民获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
副司长欧阳波说。

（新华社田晓航董小红帅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