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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事实上，河南各地正
在通过各种创新手段，激活文化遗存
活力。河南博物院将馆内珍宝打造为

“考古盲盒”，还附赠考古钻探工具
“洛阳铲”风靡一时；古都开封清明上
河园让人“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
千年”；洛阳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
园，正在成为当地文化新地标……
　　焦作市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
鹏说：“无论是此前走红的《唐宫夜
宴》，还是经久不衰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或是真人版《帝后礼佛图》，这一波波
源自河南的传统文化热现象都在说
明，深刻认识历史遗存的内在价值，生
动表达它们的独特魅力，就能成为国
风国潮。”

重拾“衣礼”背后的文化自信

　　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
红。每逢节假日，都会有众多身着汉服
的年轻人，穿梭在河南修武县云台古
镇 市 集 的 人 群 中 ，广 袖 飘 飘 ，衣 袂
摇摇。
　　这样的场景，修武县汉服文化传
播志愿者李思思两年前还不敢想象。
自 2020 年 8 月，修武县举办第一届

“永不落幕的汉服节”至今，已经连续
推出三季，前后超过 30 万“Z 世代”
青年慕名而至，全网曝光量突破 2.6
亿次。
　　“很难想象，人们印象中这么传统
的文化，在年轻人当中竟是如此流
行。”李思思说，刚刚在修武结束的第
一届汉服博览会吸引了 260 万人次

在线观看。
　　 22 岁的汉服爱好者宋梦迪是修
武的常客。与很多汉服爱好者一样，宋
梦迪也是始于颜值，忠于内涵。“一开
始只是单纯地觉得汉服好看，后来开
始逛博物馆查资料，了解不同时期汉
服的形制和当时的文化、经济发展，也
了解它所展现的不仅仅是服饰本身的
美，更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
蕴。”宋梦迪说。
　　从“小众”到“出圈”，汉服实现华
丽转身。“汉服不仅是生活的装扮，更
是年轻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服饰文
化、礼仪文化，展现文化自信的具体化
表达。”郭鹏说，汉服文化，早已超越美
学、艺术、礼仪、制度等形式文化的范
畴，凝聚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与姿态。

一个项目承载的文化情怀

　　上百亩将熟的麦田，长长的黄色
夯土墙，还有 56 个棋盘格局的建筑
空间，每个空间分别上演着中原大地
曾发生过的喜怒哀乐。当双脚迈进“只
有河南·戏剧幻城”，就好像在时空碎
片中移步换景，纵览数千年风流。
　　“我们的祖先那么牛，我们不能
怂！”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用这
样一句质朴的话解释自己的文化情
怀。在他看来，先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
了灿烂的文明，要从文化遗存和先人
智慧中汲取力量，并且把数千年前的
东西找回来，让它重新发光。“一想到
这儿，自信就油然而生。”
　　近年来，河南建业集团的一批文

化旅游作品相继落成。禹州神垕古镇
经过保护性开发，重现这座因钧瓷而
兴的古镇之古朴而鲜活的风貌；立足
宋文化的开封七盛角，已成为集娱乐
休闲、文化体验为一体的热门文化休
闲街区；以发掘、光大传统名吃为使命
的建业大食堂，正逐步向“中原传统美
食民俗文化体验地”的目标靠近。如
今，又有了大手笔的“只有河南·戏剧
幻城”。
　　从投资的角度讲，“只有河南·戏
剧幻城”的诞生似乎很难被理解。有人
估算，收回成本需要 150 年。胡葆森
算的却不是经济账，他认为，正谋求崛
起的河南，需要一个文化殿堂级的作
品，来承载中原人的追求与梦想，演绎
华夏文明发祥地的苦难与辉煌，而自
己有责任也有能力。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导演、中
国实景演出开创者之一王潮歌反复提
起充满戏剧化的一个场景，两人第一
次会面只有短短几分钟，却顺利达成
了合作意向。“我为家乡做点事情，你
助点力行不行？”“行。”“他做文化出于
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能怎么表态？当
然是尊重。”王潮歌说。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
所所长、河南省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张新斌认为，以长安—洛阳—开封
为东西轴线的中国大古都“黄河时
代”，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底色构成。

“在这种深厚的底蕴影响下，文化的
力量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勃发。”张
新斌说。
    新华社郑州 6 月 6 日电

超 1800 万！直击全球城市最大规模核酸检测

　　（上接 1 版）“尽管上午闷热，下午
暴雨，但我们的医护人员状态很好，大
家 都 希 望 为 抗 疫 出 一 份 力。”廖 志
新说。

  11 天 1600 万余份！靠

强有力的组织和科技支撑

　　如此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给广州
这座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南沙区常务副区长谢明介绍，为确
保及时发现并精准防控疫情，南沙区 6
月 5 日启动全区全员采样工作，共组
织动员医护人员 2809 人，动员超过
15000 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全区设
置采集点近 200 个，全力以赴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
　　为最大限度方便市民，海珠区 6
月 5 日在 18 条街道共设置了 163 处
核酸采集点。中山大学新体育馆内设
置的核酸检测点，让学校师生不出校
园就可以完成核酸检测。
　　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工作人员坚
守一线，市民积极配合。一边，志愿者
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进入采样等候
区，帮助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登记信
息；另一边，民警和热心街坊一起加固
雨棚，保障排队的市民和医护人员不
被雨水淋到。
　　科技力量也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6 月 5 日，经连夜建设，仅用 10 小时建

成的 15 万单管日通量的华大“火眼”实
验室，落地广州番禺，是目前全国最高日
检测通量的单体实验室。若采用 10 混 1
混采技术，每日最高可检测 150 万人份
核酸样本。
　　 6 月 1 日，广东一家医学检测机
构金域医学运营的“猎鹰号”气膜方舱
实验室也搭建完成，落地广州体育馆
进行 24 小时全天候收样检测。实验
室设置了试剂准备区、样本处理区、扩
增分析区等区域，每仓日检测产能达
3 万管，实现随到随检、即采即检。
　　“加大核酸检测筛查力度，尽快切
断传染链条，这是当前广州抗疫的首要
任务，在广州实验室的统一协调下，我
们团结整合各方面力量，‘猎鹰号’方舱
实验室紧急启动，赋能抗疫，让我们齐
心协力，坚决打赢广东这场疫情防控的
硬仗。”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

尽快摸清底数，切断传播链条

　　此前，广州已经在一些区域进行
了全员核酸检测。荔湾区作为本次疫
情防控的重点，5 月 26 日率先开展全
区全员核酸检测。5 月 30 日，广州进
一步扩大全员核酸检测范围，区域覆
盖至越秀区、海珠区全区，以及天河
区、白云区、番禺区的重点区域。
　　 6 月 4 日，番禺区、白云区、黄埔
区、天河区宣布开展全员核酸检测。6

月 5 日，南沙区、增城区、花都区、从
化区分别发布关于开展全区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的通告。至此，广州 11
区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覆盖全市。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在 6
月 6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 5 月
26 日启动核酸大排查以来，截至 6
月 5 日 24 时，全市累计核酸采样
1608.81 万份，共发现阳性 33 人。
　　 6 月 5 日，广州市新增境内感
染者 9 例，其中确诊病例 6 例、境
内无症状感染者 3 例，均为主动排
查发现，其中社区核酸排查发现 3
例，密接者排查发现 6 例，此外还
有 1 例由原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
诊病例。
　　“从新增感染病例来看，均是通
过密接排查和社区核酸排查发现。
这说明，快速及时开展大范围人群
核酸筛查，是实现尽早发现感染病
例、尽快切断传播链条、尽力掌握防
控主动的有效手段。”陈斌说。
　　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
介绍，病例的平均潜伏期为 2 至 4
天，核酸 CT 值在 20 左右，因此也
加速了代际传播的速度，造成了短
期内病例数的增加。
　　张周斌认为，面对此轮疫情，要
做到流行病学调查加速，核酸检测
加量，防控措施加码，“三个加”毫不
松懈。  新华社广州 6 月 6 日电

新华社记者田晓航

　　每年 6 月 6 日是全国“爱眼日”。
从 2016 年到 2019 年，连续 4 年的全
国“爱眼日”主题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小眼镜”越来越多，让无数家长
既揪心又无奈。这个关系家庭健康、民
族未来的大问题怎么破解？听听专家
怎么说。

  “小眼镜”危害大，多部门

连出“重拳”

　　“近视眼真正的危害在于，高度近
视眼病理性近视导致的并发症是致
残、致盲的重要因素。”在近日举行的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呵护明亮双
眼 共筑光明未来”——— 2021 首届
近视防控主题研讨会上，首都医科大
学眼科学院院长王宁利说，我国流行
病学调查发现近视眼的致残、致盲率
在所有疾病中排名第一，而小学、中学
是近视眼患病率急剧增高的阶段。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
亢泽峰说，病理性近视可能导致视网
膜的变性、萎缩、脱离，发生白内障、青
光眼以及黄斑出血等并发症。“如果
18 岁前把近视度数控制在 600 度以
内，就能有效减少 74% 的白内障、
67% 的青光眼、99% 的黄斑病变以及
98% 的视网膜脱离等风险。”
　　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开展的调查显示，2018 年全国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 ，2019
年这一数字为 50.2% ，较 2018 年下
降 了 3 . 4 个 百 分 点。受 疫 情 影 响 ，
2020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较 2019 年小幅上升。
　　 2019 年，国家将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近日，教育部等 15 个部
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
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 年）》，
实施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等八个方
面的专项行动。这是继 2018 年教育
部等 8 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后，有关部门
又一次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问题
开展联合行动。

  “小眼镜”易戴不易摘，背

后原因有几多？

　　保持正确用眼习惯、每天户外活

动两小时、保证充足睡眠……这些近
视防控常识虽然很多家长和孩子已经
知晓，但往往执行不到位。
　　“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阅
读，正是现在近视防控的痛点和难
点。”亢泽峰说，孩子学业负担加重，长
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近视发生率高，
如何处理好学生近视与考学的关系，
是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家长缺乏儿童眼保健知识，也会导
致孩子戴上“小眼镜”。根据国家卫健委
近日发布的《0～6 岁儿童眼保健核心
知识问答》，从宝宝一出生就应该开始
做定期的视力筛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专家施维说，0 至 3
岁孩子的视力筛查往往容易被忽略。
　　“近视防控措施还应当注重个性
化、规范化。”施维说，角膜塑形镜和低

浓度阿托品是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
但并非对所有孩子适用。每个孩子的
近视成因不同，有的孩子使用低浓度
阿托品没有防控作用却有副作用，而
角膜塑形镜、离焦镜片等也需要规范
佩戴。
　　此外，近视防控还存在一些误区。
北京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院长助理
王凯说，并非度数低就可以不查眼底、
不做近视的控制。“我们强调高度近视
眼要防止出现眼部并发症，但实际上，
临床中两三百度出现视网膜脱落的占
比也不低。”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需

全员参与，常抓不懈

　　改善环境光，让桌椅、黑板等的高
度与学生身高匹配，督促学生保持良
好坐姿和做眼保健操，监控孩子近距
离阅读的时长……学校和家庭是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主阵地”。
　　“要常抓不懈，更要全员参与。”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认为，学校
应把近视防控提升到与学生考试分数
同等重要的程度，家长也始终不能放
松对孩子的正确指导和监督。
　　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家指导、
学校教育、家庭关注，各方面共同落实
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儿童青少年
近视高发势头。一些专家指出，目前的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仍有完善
空间。
　　近视防控是一个系统的问题，需
要社会各界共同配合。让更多孩子的
视力问题得到及时检测与干预，几天
来，北京国视力健康管理中心走进北
京市西城区椿树社区，为社区免费提
供视力健康教育，进行视力检查、评
估、建档。同时征集 200 位弱视儿童，
进行免费服务。北京国视力健康管理
中心董事长周国超表示：“防近防控容
易重治轻防，我们要整合各方资源，填
补社会终端健康服务的不足，通过全
过程管理服务，让已有视力不良现象
的学生‘迟近视’‘慢近视’。”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建立孩子们
的视觉发育档案，会录入孩子详细的
屈光状态参数，但是往往不注意录入
家长信息。”施维说，由于近视有一定
的遗传因素，如果在学籍表上同时填
报家长视力信息，就可以把父母都是
600 度以上高度近视者的孩子列为重
点防控人群，从而有利于这些孩子的
眼健康。
　　施维认为，近视的监测和随访过
程中，数据收集必须准确，如此才能获
取孩子的连续的视光发育曲线，并根
据其个体的特点进行个性化防控。
　　“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形成覆盖儿童青少年全周期的近视防
控体系。”亢泽峰说，大量病例证明，眼
保健操、耳穴压豆、揿针及许多中医特
色诊疗技术，有利于近视早期防控、防
止中高度近视发展甚至病理性近视出
现病变。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还建
议，利用数字化智能设备让近视防控
筛查便利化，加快建立乡村中小学电
子健康档案，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可追
溯、可管理；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基层
儿童眼保健医生的能力。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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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侠克、王修楠

　　当蒙在眼睛上的纱布被缓缓揭开，
47 岁的吴雅妮（化名）眼角早已被泪水
浸润。她一把拉住医护人员的手说：“我
想见见给我做手术的医生，昨天我还看
不清楚她的脸，我想当面感谢她。”
　　近日，由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耳鼻
喉科等科室 10 余名医护人员组成的
医疗队再次来到甘肃省环县，开展“光
明行”活动，为老区人民带来光明。“光
明行”活动已经坚持近 20 年，义诊筛
查病人 10 万余人次，帮助逾 4 万名白
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来多少看多少”

　　闻讯而来的患者早已将环县人民
医院眼科门诊围得水泄不通，即便是
按顺序叫号，仍然不断有患者迫不及
待地来询问。当地医护人员说，许多老
人就等着北京的专家来义诊。
　　第二次踏上环县黄土地的北京市
眼科研究所副所长胡爱莲在接诊间隙
和大家说：“大家不要着急，只要患者
来了，我们就给看，来多少看多少！”
　　 58 岁的吴鹏辉（化名）告诉记者，
自己患有白内障，近期眼压升高，前不
久医院给开了药没有效果，本来准备
去北京看病，得知同仁医院的医生来
义诊，一大早就赶来了。
　　在检查完角膜、眼底后，胡爱莲结
合其他检查结果，初步判断其为白内
障发展期，合并高血糖导致的眼压升
高。她提醒吴鹏辉要跟踪眼压，控制血
糖，且近期不建议做白内障手术。

　　吴鹏辉说：“幸好之前没直接做白
内障手术，还是北京的专家有经验。”
　　胡爱莲告诉记者，前几年有不少偏
远地区的医院条件非常差，很多必要的
设备没有配齐，如今像环县人民医院，
硬件设备已基本配齐。现在就是要培养
当地的医护人员，让技术留下来。

“高兴得想哭”

　　大约五六年前，吴雅妮的视力开
始下降。她说：“这几年看东西就像蒙
着一层雾，做家务时都要先用手摸一
摸，试探一下。”
　　自从看不清东西，吴雅妮的心情
也变得焦灼，小孙子出生后她更是心
急如焚。“到手术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孙
子长什么样，我每天只能拿手摸他的
脸。”说着，吴雅妮忍不住流下眼泪。
　　见到为她做手术的北京同仁医院
眼科主任医师董喆后，吴雅妮紧紧握
住她的双手说：“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眼
睛还能这么清亮，我太高兴了，高兴得
想哭，是你们让我又能看清这个世界
了，感谢你们。”
　　当天，在环县人民医院的手术室
里，两张手术台并排放置，董喆在助手
配合下为 45 名患者实施了白内障复
明手术。
  手术时，董喆坐在带有滑轮的椅
子上，做完一台，消毒、更换手术用料
后就直接滑向另一台……
　　一位老人在护士搀扶下躺好，局
部麻醉后，老人的眼睑被金属“开睑
器”撑开。在显微镜下，董喆熟练地手
持超声乳化手柄，利用超声能量将混
浊的晶状体乳化吸除，而后再将人工
晶状体植入患者眼内。不到十分钟手
术完成，护士将老人慢慢扶起，老人突
然双手合十对在场的医护人员说：“谢

谢，感谢你们。”
　　“看到一个个患者重见光明，重
新看清这个世界，那种激动的心情，
就 是 我 们 源 源 不 断 的 动 力。”董
喆说。

“最高兴的事”

　　专家介绍，我国白内障发病率
高，基数庞大，随着老龄化程度加
深，患者数量还将不断增加。因为多
种原因，一些偏远地区的患者甚至
发展到致盲的地步。
　　“仅靠义诊是看不完所有患者
的，只有提升当地医疗水平，把技术
留下来，才是长久之计。”胡爱莲说。
　　如今，白内障复明手术不到十分
钟即可完成一台。虽说如此，技术却
不简单。董喆说，白内障手术是在眼
内有限空间完成的，操作时要避免对
眼内临近组织造成损伤，因此要求动
作轻柔精确，就像是在薄膜上雕刻。
　　手术时，环县人民医院眼科主
任徐正彪和其他几位当地医护人员
仔细观摩着董喆的每一个动作。徐
正彪说，以前医院的科室设置不够
完善，技术水平也有待提升，许多患
者只能到外地就诊。
　　近年来，在北京同仁医院帮扶
下，环县人民医院的设备和设施更
加完善，徐正彪和同事们还获得到
北京学习培训的机会。“2019 年底开
始，我们自己终于也能做白内障手
术了。”徐正彪说，看着科室一天天发
展，有能力为父老乡亲的健康贡献
自己的力量，是他们最高兴的事。
　　“光明行”活动“走”进环县 7 年
来，累计为当地患者免费完成白内
障手术 821 例，完成儿童视力筛查
194 例。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4 万多人“重拾”光明的背后
记坚持近 20 年的“光明行”活动

  旅客在上海虹
桥火车站候车大厅
等待咨询义诊医
生。在第 26 个全国
爱眼日，上海交大
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眼科党支部
与虹桥火车站党总
支联合开展义诊活
动，眼科专家现场
为旅客提供义诊、
眼部检查和眼健康
科学知识宣讲等服
务。 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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