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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0 月 13 日电(记者俞菀)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
主任马伟杭 12 日说，近年来，浙江以“互联网+医疗健康”
为手段，围绕群众看病就医中的“关键小事”，实施了“互联
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大举措。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2 日在浙江就“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与便民惠民服务有关情况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马伟
杭在发布会上说，浙江省“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大
举措主要体现在让“就医更便捷”和“诊疗更智慧”。

为了让挂号更顺畅，浙江建立了全省统一的预约诊疗服务
平台和手机 APP ，接入了全省近 500 家医院的预约挂号服
务。在很多医院，群众网上预约后可直接到诊室候诊。在杭州
市余杭区，甚至实现了“刷脸”看病。

为了让支付更简便，各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自助结算、诊
间结算、病区(或床边)结算、移动终端结算等多种方式。“以
前看病要排队很久，各种交费少说跑三四次窗口。”借助移动
终端结算设备，杭州市民孙先生如今仅用了 4 分钟，就在病床
旁为妻子和孩子完成了全部住院费用的结算。

为了让检查更高效，浙江各地、各医疗机构利用互联网
等信息手段，把分散在医院内各部门、区域内各医疗机构的
放射、超声、内镜、心电等功能检查预约集中起来管理。浙
江省各大医院基本已成立一站式预约检查中心；在县域内，
结合医共体建设，实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医疗服务

模式。
为了让住院更简约，目前，浙江成立一站式入院准备

中心的医疗机构达到了总数的 88 . 31% 。医生可帮病人预
约上级医院床位，病人到上级医院后可以不必重新挂号、

开住院单。
在让诊治更智慧方面，“互联网+家庭医生”让浙江的

签约居民不仅能享受到家庭医生提供的个性化线上咨询、慢
性病和部分常见病的复诊、药品配送上门等服务，还能在需
要向上转诊时，在家庭医生帮助下找到合适的医生。

浙江已有 13 家省级医院开展了近 30 项人工智能应
用。尤其是肺部结节等影像学方面的智能诊断系统，已在
县级以上医院普遍应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
长王伟林说，医院的甲状腺超声影像智能诊断系统已学习
了超过 5 万份包含病理结果的甲状腺结节图像，在超声科
应用超过 300 例。

“通过院前急救信息化系统，患者一上救护车或救援直
升机，所有信息就能传输到我们的急诊室，方便医护人员提
前评估，做好各种急救准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院长蔡秀军说，“互联网+”手段帮助医生赢得了抢救
时间，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ICU ”托管模式
利用互联网技术，很好地解决了偏远地区复杂重症患者转诊
困难及诊疗的安全性问题。该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陈正英
说，截至目前，浙二互联网医院链接了 158 家协作医疗机
构，累计完成远程会诊 3 万例，惠及 23 . 7 万人次，提供在
线就医服务 46755 人次。

网上预约直接候诊，甚至可以“刷脸”看病

浙江：“互联网+”让就医更便捷诊疗更智慧

据新华社长沙 10 月 12 日电(记者谢樱)11 日，在湖南
长沙县江背镇河田村，通过机械化混播制种的杂交水稻
“卓两优 141 ”长势喜人，金色稻田里收割机来回奔忙，
谷粒饱满的稻穗装满箩筐，农民脸上喜色洋溢。

“杂交水稻用种成本高，适合轻简机械化制种的杂交
稻新品种‘卓两优 141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湖南
农业大学教授、湖南希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
家唐文帮说。

长期以来我国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以传统方式为主，机
械化程度低，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高。

唐文帮教授及其研发团队经过 10 余年研究，实现了杂
交水稻轻简机械化制种，在降低杂交稻种子生产成本、促
进产业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小粒型两系不育系“卓
201S ”已经通过省级审定，杂交组合“卓两优 581 ”通过
了国家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种小谷子大，四两拨千斤”是卓两优系列杂交稻品
种的特点。记者了解到，“卓 201S ”种子只有普通种子一
半大小，结出来谷子的大小与其他普通的水稻品种无异。
育秧移栽种植每亩地只需要四两种子，却能得到千斤以上
的产量。

杂交水稻获新突破

可轻简机械化制种

“以后可要更加严格审慎，依法依规，严把审核
关。”“手莫伸。”开完警示教育大会的干部们你一言
我一语，讨论警示教育心得。日前，贵州省铜仁市纪委
监委在市国土资源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该局杨某
违纪事实，剖析主客观原因，用身边的反面典型同步开
展警示教育。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廉洁教
育，做好党纪政务处分“后半篇文章”，铜仁市出台
《铜仁市纪委监委机关立案决定和处分决定宣布及执行
工作程序规范(试行)》，分别对立案决定书的宣布执行
工作、处分决定的宣布执行及同步开展警示教育工作等
程序进行了规范。通过警示教育，使全市受教育干部群
众达 20 余万人次，整改单位 105 个，建立和完善制度
285 个。

“开展同步警示教育，既体现组织关怀，又关口前
移，让党员干部始终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构筑拒腐
防变的‘防火墙’，从而为‘一区五地’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纪律保障。”铜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蒋兴勇表示。 (秦锦、田富饶)

开展同步警示教育

建拒腐防变防火墙

首次发现“极危”生物桃花水母活体标本

丹江口水库水质继续向好添力证

据新华社郑州 10 月 13 日电(记者桂娟、李文哲)13 日，
殷墟迎来科学发掘 90周年纪念日。200 多名中外专家学者齐
聚河南安阳，回顾中国考古走过的 90 年风雨历程，共商殷墟
保护与发展大计。

当天上午召开的“殷墟科学发掘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
李济、董作宾、石璋如、梁思永、郭宝钧、夏鼐等老一代殷墟考
古人的影像一一出现在大屏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殷墟是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和成长的摇篮。殷墟考古塑
造了中国考古学的鲜明性格，奠立了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
成为中国考古和文物事业的一座历史丰碑。”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宋新潮在致辞中说。

1928 年 10 月 13 日，身穿长袍马褂的董作宾在殷墟挥出
的第一锹，揭开商代都城的冰山一角，开启中国长达 90 年对
上古文明的探寻。

90 年殷墟考古发掘，确证了商王朝的存在，中国早期历
史探寻从此有了支点。

一个布局合理、人口众多、手工业发达的商代都邑呈现在
世人面前：宫殿、王陵、居住遗址、家族墓地群、水网、大道，以
及甲骨文、司母辛鼎、妇好鴞尊等精美绝伦的出土文物，无声
地诉说着失落王朝的繁华。

为把殷墟建设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窗口和国际
文化交流平台，安阳市人民政府分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等单位签署了合作共建殷墟遗址博物馆、殷墟国际研
究中心、数字殷墟框架协议。专家学者们联名签署了《殷墟发
展共识》，呼吁保护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激活殷墟遗址的
生命力。

▲游客在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妇好墓参观（10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殷墟迎来科学发掘 90 年

三江源地区首次记录到

荒漠猫抚育幼崽影像
这是科研人员通过红外相机拍摄的荒漠猫抚育幼崽的

画面（ 9 月 19 日摄）。

记者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政府获悉，科研人
员近期在位于三江源地区的通天河沿岸，首次记录到中国特
有猫科动物荒漠猫抚育幼崽的影像。

长期在三江源地区进行野外实地调研的山水自然保护中
心项目主任赵翔说，荒漠猫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唯一仅
在中国分布的特有的猫科动物。 新华社发

养老院里“看大戏”

老人连说“真得劲”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阵，天波府里走出来我
保国臣……”一首河南地方戏《穆桂英挂帅》，听得养
老院里老人们拍手叫好，不时传来阵阵掌声。

近日，记者随慰问团一行来到河南省项城市范集镇
康馨养老服务中心，只见简单的舞台，演员们在台上正
激情演出。“唱的都是咱地方戏曲，俺听了一辈子也听
不烦！”寄养在该中心的孙店镇冯庄村冯书品老人听得
入了迷。

台下，几十名观众是该养老院的老人，他们个个听
得认真，有的嘴里还哼着，演员不时与他们互动，掌声
欢笑声不断，场面顿时活跃起来。

“孩子在外打工忙，不能照顾我，在这养老中心吃
的好，住的好，三个月长了三斤膘，还能看到今天这样
的大戏！心情真得劲！”现年 83 岁的老党员、老军人冯
书品，谈起在这里的感受，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连连说
“真得劲”！

该养老服务中心是一家从事养老、托老、养老从业
人员培训民营服务中心。该镇张楼行政村赵庄自然村村
民王建厂新建投资。现年 44 岁的王建厂，以前在北京做
劳保生意 20 多年， 2015 年一次广播中听到一名贵州大
学生放弃年薪 10 多万元，毅然回到老家山区创办养老事
业。他内心深处身受启发，常想自己的父母也在老家无
人照顾，好多农村留守孤寡老人没人关心和护理，就有
了这个建一家养老中心的想法。王建厂回到家乡，他找
到当地政府谈起自己的想法，当地党委政府大力支持。
2017 年 8 月养老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目前，该养老服务中心，已吸纳留守老人 52 人，分
别来自周边几个乡镇，老人们享受到空调、电视房间，
同时在此又能洗澡、看病、娱乐等。该中心还经常开展
各种文艺活动，让老人过上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的幸福生活。每当重大节日，敬老院还要组织老人们进
行扑克、象棋、书画、歌唱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活
跃老人的文化生活，愉悦身心。

谈起今后的打算，王建厂信心满怀：“我们将打造全市
乡村一流养老院，形成产业，医养结合，让家乡的老人过得
幸福美满，也为社会减负，为政府分忧。” (李高华)

▲ 10 月 12 日，一名居民在杭州四季青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内的一块杭州健康通 APP 提示牌旁等候。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法院的联村法官来到施家
浜村，向村民现场讲解法律知识。今年 4 月，南浔区法院启
动“水哥法官工作室”站点驻村、法官联村工程， 100 个工
作室站点辐射全区所有村、社区，法官（法官助理）通过值
班制与约访制开展法律咨询、现场调解等服务，广泛宣传新
时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真正实现“村村有法官、处处有
站点”。 （李则名、朱婧）

一村一法官

“急先锋”如何

继续引领“时代潮”

（上接 1 版）第二个十年，温州开始转向质量型
经济。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鞋给温州人敲响警钟，他
们意识到，必须靠质量安身立命，与假冒伪劣划清界
限。温州随即召开“质量立市”动员大会，温州制造
的形象得以重新树立。

迈入第三个十年，温州走向含量型经济——— 抓含
量，上规模。 2000 年以后，顺应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
温州重整资源，主打“温州人经济”。

如今，民营企业作为温州最活跃的市场主体，总量
占到 99 . 5% 。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体有 22 . 3 万， 924 万常
住人口，每 41 个人中有一个老板。

近年的温州，依然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试验田。
正泰集团自主研发的自动总装线，一条线产能达到
11000 台/天，效率提升 50% ；报喜鸟服饰“云翼互
联”智能制造体系，仅通过一台平板电脑就可以实现西
服在线订制……温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毛必土说，坚持创
新驱动，温州开启了智能制造新篇章。

改革样本的精神启迪

经济学家马津龙认为，敢为人先的温州商人对中国
改革时代的启蒙意义和象征意义，远大于温州本身所产
生的经济价值。

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卖牛奶卖出 10 多亿杯，让
422 头澳洲奶牛坐飞机“空降”温州……朱立科的一鸣公
司在“一杯奶”里发掘出无限商机；郑秀康带领康奈集
团数十年只做“一双鞋”，稳扎稳打、精益求精，生动
诠释了温州人的“工匠精神”。

放眼全球，把握大势。温州有 66 . 8 万人在国外，其
中 38 万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敏锐的温州
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布局海外市场，甚至影
响带动了很多境外企业家群体的成长。

改革精神，驰而不息。近年温州再次成为改革焦
点，与金融有关。 2012 年 3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
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精准破解金融风险症
结，温州首创“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提供信息登记咨
询、融资对接等服务。“温州金改”溢出“金改红
利”，多项创新为全国借鉴。

“温州人碰到绊脚石会把它变成垫脚石，这就是
温州的本事。温州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温
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10 月 13 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长篇小说《岁
月》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会上，
来自文学、史学、出版、影视等多个领域的数十名专家学者
与读者畅谈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同时就百万字长篇小
说《岁月》展开讨论。

据介绍，《岁月》“改造”自电视文学剧本，内容围绕京西矿
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属大院里“50 后”四兄弟的成长过程展开，
以此反映“50 后”一代曲折独特的历史，折射中国社会的进步
轨迹。《岁月》已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军史专家董保存说，《岁月》在为“50 后”立传上作出了有
益的尝试。作家别清河认为，《岁月》的重要价值在于真实地再
现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不仅引起了读者的
广泛共鸣，更揭示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岁月》的作者、史学工作者汪新介绍，小说创作缘于
多年前自己读过的反映台湾人文万象和发展变化的《我们台
湾这些年》这本书。“这本书写的是台湾一位作家亲身经
历。”汪新说，“当时我就想，我也应该写一本‘ 50 后’
一代的所见所闻所历，反映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武力指出，
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伟大转折加以如实地记录
和生动地反映，创造出反映与我国取得的宏大成就相匹配的
作品，不仅是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也是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会议由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中视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中国出版集团昆仑传媒有
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人物传记》杂志社等 6家单
位共同举办。 (张典标)

长篇小说《岁月》出版

记录“50 后”独特历史

据新华社武汉 10 月 13 日电(记者黄艳)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日前发现被列为极度濒危的物种桃花水
母，群聚面积达 1500 平方米，而且研究人员采集到了活体样
本。这是丹江口水库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桃花水母活体标本。
专家认为，这是丹江口水库水质继续向好的有力证明。

据发现桃花水母的长江科学院水环境所介绍，桃花水母
比恐龙还古老，它的生存年代可追溯到数亿年前，是地球上一
种最原始、最低等的无脊椎腔肠动物，被喻为生物进化研究的
“活化石”。

该所副所长黄茁说，由于这种生物对环境的敏感性以及
其生存环境的破坏，使其被列为‘极度濒危’的物种，“它对水环
境的要求极高，只能生存于无毒无害、洁净的水域”。

发现桃花水母的该所研究人员贡丹丹介绍，上个月到丹
江口水库核心区采样时，她“透过样本里清澈的水体，看到有

一片过去未曾见到的水生生物，它们如精灵般，在水中一张一
合，又似蒲公英一样上下飘荡”。她当即意识到那可能就是曾
经在丹江口出现过的、她只在文献中见到过的桃花水母。

这一发现迅速引起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相关机构的重
视，相关专家对样本研究后发现，这些体态晶莹、姿态优美、宛
若桃花的生物确实是罕见生物桃花水母。

通过进一步的科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这片桃花水母群
聚于水库库中心约 1500 平方米的水域。黄茁说，这是丹江口
水库有史以来，发现的桃花水母群聚面积最大的一次，也是首
次现场采集到桃花水母的活体标本。

来自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监测数据显示，2016 年以来，水
库水质整体良好，且逐年向好，2018 年 8 月至 9 月库区水质
明显好于 2016 年和 2017 年同期水质，15 个库内断面水质为
I 类至 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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