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记
者07 特稿

2024年 1月 3日 星期三

责编 版式 杨海燕本报发行公司发行 发行热线 :0352-2503915

XINHUASHIDIAN

新 华 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

乡村振兴

2024 年温暖而至。
从 哈 尔 滨“ 冰 雪 大 世 界 ”，到 深 圳

“世界之窗”，从南昌“八一广场”，到上
海“东方明珠”，各地迎新庆祝活动丰富
多彩。浓浓的节日氛围里，人们与 2023
挥手告别，满腔热忱互致“新年好”。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辞旧迎新 气象万千

1 月 1 日清晨，在雄伟的天安门广
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群众注视着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仪式结束后，人们
挥动着手中的国旗高喊“新年快乐”。

元旦当天，锦绣中华处处洋溢着喜
庆，涌动着活力——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经济持
续升温；在上海“东方明珠”，千余名市民以
一场登高健康跑开启新年；在深圳罗湖口
岸，出入境客流络绎不绝；在赣州瑞金市象
湖里文化创意街区，人们看赣南采茶戏，吃
客家饭包肉丸，喝瑞金牛肉汤……

“旅游红红火火，百姓生活蒸蒸日
上。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祝福祖国繁
荣昌盛、国泰民安！”瑞金市民杨华说。
元旦假期前两天，瑞金市共接待游客 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0%。

岁 回 律 转 ，新 年 里 的 中 国 活 力 勃
发，气象万千。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
里，铺展美丽的风景，处处有埋头苦干

的奋斗身影。
深冬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巍

峨锦屏山寒风呼啸。锦屏山地下 2400
米处，来自国内十余个实验合作组的科
学家们正争分夺秒开展深地科研。这
里是世界最深、最大、最“纯净”的极深
地下实验室。

元旦期间，国投雅砻江公司锦屏地
下实验室管理局的工程师们对锦屏山
隧洞、实验大厅等进行逐一排查，为节
日期间科学实验照常进行保驾护航。

“国家经济发展给科学研究提供了
非常好的条件，使我们有勇气、有底气参
与国际最前沿科学研究。我们应该认认
真真研究，推动我们的基础研究走在最前
沿。”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岳骞说。

守望相助 干劲倍增

元旦前夕，70岁的赵怀胜在甘肃省临
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民政局等单位协
调下，住进了积石山县综合社会福利院。

他的房间里，床铺、淋浴间、无障碍
设施等配备齐全。“这些衣服全是免费
发放的！”见记者来访，他拉开衣柜门，
高兴地展示里面整齐叠放的衣物。

不久前，地震导致赵怀胜的房屋损毁
严重。无亲友投靠的他，震后第二天住进
了帐篷，米面油等物资当天就有了保障。

“感谢党和政府！虽然家没了，我

也有地方住，能吃饱、能穿暖！”说起现
在，赵怀胜目光有神。他相信，在社会
各界帮助下，生活很快能好起来。

过去一年里，一些地方发生洪涝、
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对困难，在
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人们不惧风雨、
守望相助，直面挑战、攻坚克难，把信心
书写在了人心深处。

1 月 1 日上午，新疆牧民斯发特·吾
克买提汗饶有兴致地看着电视。就在
几天前，看电视对 60 岁的他来说，还是
一件奢侈的事儿。

斯发特·吾克买提汗所居住的新疆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马尔洋乡皮勒
村，地处帕米尔高原腹地。受自然条件
限制，这里的 51 户牧民用电一直靠光伏
发电勉强支撑，家中仅能维持基本照明。

2022 年 8 月，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
司投资 2810 万元筹建马尔洋乡皮勒村
配网建设工程，2023 年 12 月 26 日正式
竣工投运，彻底解决了皮勒村 51 户牧民
的用电难题。

“通电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直往前
走，日子一定是越过越明亮。”斯发特·
吾克买提汗说，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大家干活更有劲。

奋力登攀 未来更可期

新年伊始，来自浙江嘉兴的锐鹰传

感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仍带领科
研团队在实验室里紧张地忙碌。

一枚小小的传感器，在工业领域应
用无处不在。但一直以来，传感器行业
面临进口垄断之困。6 年前，有着 13 年
工作经验的刘伟辞职创业，矢志自主研
发国产传感器。

“我们不断尝试多学科跨界融合研
发，最终攻克了无电池多圈技术、位置控
制核心算法等核心技术。”刘伟说。如
今，锐鹰公司已成为高精度直线和角度
传感器完全国产化领域的重要供应商。

乘着创新发展的东风，新的一年，
刘伟和创业团队将聚力攻关，期待取得
更大技术突破。

自强不息，奋力登攀，神州大地创
新创造创业动能强劲。

从 高 处 俯 瞰 ，位 于 上 海 市 奉 贤 区
庄 行 镇 的 浦 秀 村 与 黄 浦 江 北 岸 形 成
鲜明对比。北岸厂区林立，南岸村落
附 近 的 1700 多 亩 涵 养 林 冬 日 里 依 旧
繁茂。

利用地处郊野公园的生态优势，浦
秀村吸引了一批文化旅游经营主体入
驻。“我们正在探索植物工厂、无人农机等
新业态新模式。乡村变美了，创业、就业
也更有前景。”“00后”新农人顾永豪说。

不负韶华，奋斗追梦，更美好的中
国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

新华社记者 余贤红 薛晨 唐弢
高晗 文静 任延昕 王丰 兰天鸣 张
梦洁 强勇 戴锦镕 赵旭

你你好好，，20242024！！
—各地迎新年扫描

1 月 1 日，在山东青岛国
际 邮 轮 港 区 航 运 中 心 项 目
工地，中铁建工的建设者在
工作间隙录制新年视频。

新年伊始，各行各业的
劳 动 者 忙 碌 在 各 自 的 岗 位
上，接续奋斗，干劲十足。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日前，辽沈大地寒风刺骨，但生产
一线却热气腾腾。记者走进正在抢生
产、赶订单的多家制造企业，触摸老工
业基地振兴发展的脉动。

1 月 1 日 9 时许，大连中远海运重
工有限公司的船台上，缓缓移动的龙门
吊发出刺耳的警报提示音。“现场轰隆
隆的作业声音大，警报声是为了提示工
作人员。”公司多用途纸浆船项目经理
陈雪飞说，龙门吊吊装的这个船舶构件
重达 260多吨。

六七层楼高、225 米长的船体正在
“搭积木”，350 名工人像采花的蜜蜂一
样忙上忙下——这里是两条 7.7 万吨多
用途纸浆船的建造现场。“去年，公司交
付 8 条多用途纸浆船，根据最新订单，
今年我们将交付 11 条船，几乎每个月
都要有新船交付。”陈雪飞说。

船台上，公司机电工区主管陈聪脚
步疾快，正在安排各点位的任务。陈聪
去年参与了 5 条多用途纸浆船的建造，

“订单多、企业好，个人的收入也就水涨
船高。”陈聪说，他们今年的生产节拍是

“下水一条、上船台一条、试航一条、交
付一条”，流水线式建造，精细到按天排
产，“而且 7.7 万吨的造完后，我们还要
造 8.45万吨的，一年一个新台阶。”

近年来，辽宁省积极打造先进装备
制造、石油化工、冶金新材料、优质特色
消费品 4 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大块头”
装备制造企业壮大的同时，特色小产业
也是活力满满。

在辽阳县小北河镇的东北亚轻工
业产业基地内，一排排织袜机线轮飞
转，各色织线上下穿梭，“吱吱吱”的织
袜机声中，一双双颜色各异、样式新颖
的袜子堆满了塑料筐。

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小北河袜
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采取“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小作坊生产模式，不仅效
率低下，还承受环保压力。当地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于 2019 年引进浙江一百
岁集团投资 7 亿多元建设现代化工业
园区，吸引一家一户的袜业小厂集中入
园，鸟枪换炮。

“这里设施、配套一应俱全，生产规
模化，管理也规范化，企业只要专心研
发款式就行，别的基本都不用操心。”辽
阳县长青针织厂技术总监相金彪说，为
了更好发展，2022 年工厂搬进了东北
亚轻工业产业基地。

厂房升级了，设备也得跟上。在这
里，相金彪将工厂原有的手动织袜机全
部淘汰，添置了 98 台全自动织袜机。

“像去年 7 月县里举办‘袜子节’，企业
一个季度的销量就翻了一番，没有好机
器，产量哪里跟得上。”

红火的不只袜业。在辽宁，葫芦岛
兴城泳装、辽阳佟二堡皮草、鞍山西柳
服饰、沈阳沈北新区的预制菜……许多
特色消费品产业都崭露头角。而老工
业基地依托产业和技术优势，萌发一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在为辽宁振
兴注入新动能。

一只重达两三百公斤的金属飞轮，
完全悬浮在密闭空间，最高以每分钟4万
转的速度旋转……走进沈阳微控飞轮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明亮洁净的测试车间
颇为安静，只有细微的“嗡嗡”声和电脑
屏幕上跳跃的数字，表明设备还在运行。

“这代表电流稳定输入和飞轮稳定
运行的‘嗡嗡’声，我们听着舒心。”公司
测试车间主任宋斌笑着说，公司元旦假
期加班生产，仅 2023 年最后两天就测
试飞轮 20 多台，实现了价值上千万元
货品的交付。

沈阳微控公司是磁悬浮飞轮储能前
沿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企业。伴随着我
国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大幅提升，大自
然中忽强忽弱的风、明暗不定的光，须瞬
间调频才能变成稳定输出的“绿电”，飞
轮储能需求大大增加。公司自2018年创
建以来业绩持续增长，去年销售额突破 1
亿元，今年的在手订单接近20亿元。

“过去一年，我们获辽宁省首家装
备制造业‘独角兽企业’头衔，并完成股
份制改造。新的一年，公司已计划研发
更高功率的飞轮储能设备，未来注定更
有希望。”宋斌说。

新华社记者 王炳坤 郭翔 李宇佳

我
在
岗
位
上
迎
新
年

赶订单 抓升级 创新品
—来自辽宁生产一线的新年“好声音”

“蠡县麻山药肉白质脆，味道鲜
美，是高营养、低热量的绿色食品。”
在河北省蠡县小陈镇河北宝萱食品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电商直播推
介麻山药，展示麻山药分拣、称重、包
装等销售过程。

“2023年‘双十二’前后，我们每天
订单有 5000单左右，日均销售额超 15
万元。”公司总经理王子傲说，今年麻山
药销售额超过280万元，带动了周边一
批农民从事麻山药种植、加工和销售。

在电商带动下，“土特产”销路广
了，产业链也提档升级。近年来，河
北宝萱食品有限公司建立了种植基
地，经营麻山药、甜糯玉米、红薯、雪
花梨等农产品。公司建设了机械化
冷藏库，成立农产品加工直播基地，
形成了原材料供应、产品加工、仓储
配送等完整产业链条。

寒冬时节，蠡县南庄镇东柳青村
李金柳、薛立秋夫妇的手工坊里暖意
融融。女工们穿针、挂线、钩花，十指
跳动间，一条条彩色毛线就编织成了
花样繁多的毛线制品。

“我们向村民提供原材料，定期
回收成品，按月结算加工费。”薛立秋
说，产品主要包括帽子、鞋、围巾、挎包
等生活用品和壁挂画、花朵、卡通玩偶
等工艺品，款式有上百种。产品大部
分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每年订单

量有 18万多件，成交额 500多万元。
近年来，薛立秋夫妇多次举办公

益培训班，采取“手把手、联帮带”等
方式向村民们提供技术培训，带动 40
多名妇女从事手工编织，20 多户村民
利用闲置房、杂物间和车库进行电商
直播。“我们这里 4 名主播每天轮流
进行直播，平均每天直播 7 个小时。
直播带货加上手工编织加工费，每人
每月收入 5000 元左右。”东柳青村村
民杨培说。

汽车用品是蠡县特色支柱产业，
目前全县有相关企业 350 多家，每年
可生产方向盘把套 1500万条、洁车巾
2.5 亿条、汽车座套 80 万套、汽车坐垫
12万套。“公司代理着 8家企业汽车座
套、方向盘把套、脚垫等产品的网络销
售。现在每天订单有 150 多单，年销
售额约 1100万元，带动了 50多户村民
家门口就业增收。”蠡县尊途汽车饰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宋诚帅说。

通过发展“电商+特色产业”新
业态，蠡县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和商贸
物流等产业快速发展。目前，蠡县有
电 商 2 万 余 家 ，年 快 递 发 货 7176 万
件，年网络销售额超 70 亿元，带动就
业超 9万人。 新华社记者 齐雷杰

河北蠡县：

“电商+特色产业”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

2023 年上半年，我国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已为8988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
供健康管理服务；全国 69.3%的二级及以
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设有老年医学科；共有
约7000家资质齐备的医养结合机构……

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
事。面对超 2.8 亿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社会各方奋力书写民生答卷。

冬季呼吸道疾病流行，如何让老年
人看病更方便？走进上海黄浦区的打
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夜间门诊
覆盖了全科、中医适宜技术、康复理疗、
护理服务。

“让更多老年人就近‘看上病’‘看
好病’，不断提升健康获得感。”当地卫
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近期
正开展老年人健康监测、推进老年人流
感疫苗接种、定期巡诊分类管理，持续
优化绿色通道，加强养老机构呼吸道感

染性疾病防控。
推动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和老年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加强综合性
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和中医医院老年
病科建设，让老年人看病购药更便捷
……聚焦老年人就医的“急难愁盼”，有
关部门一直在行动。

脑梗抢救后，70 多岁的成都市民谷
先生转至“家门口”的青羊区中医馆住
院康复。家人省心，自己也更安心。

安排中医学博士、硕士在养老院开
展中医适宜技术服务，将中医药健康服务
送到高龄及低保失独老人家中……包括
4万多家中医馆在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服务模
式，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医”靠。

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在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接受健康管理的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数量，较 2022 年同期提高了
40%。就医购药“一码通”的医保码，60
岁以上激活用户已超 1.3 亿人，更多智
能化适老服务正为老年人提供便利。

河 北 燕 郊 ，燕 达 金 色 年 华 养 护 中
心。养护中心与北京通州仅一河之隔，
床头安装着输氧管线等医疗设备，智能
移位系统可助力半失能老人洗浴、如厕
……5000 多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

作为首批京津冀养老工作协同发
展试点单位之一，养护中心“落地”了北
京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毗邻的燕达医
院率先实现京冀医保互联互通。“坚持
医养结合，继续探索我国养老服务新模

式，让更多老年人安享晚年。”曾任燕达
医院医疗院长的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
副主任卢长林说。

2012 年至 2021 年，中央财政累计
投入 359 亿元支持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国家持续完善养老服务支持政策，提升
养老服务质量。截至 2022 年末，全国共
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8.7 万个，养老
床位合计 829.4 万张，床位数比 2012 年
末翻了一番多。

发布首个国家标准规范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1000 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正在建设……更多温暖举措相
继落地，健康老龄化工作稳步推进。

“坚持积极老龄观，促进健康老龄
化，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道路。”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
康司司长王海东说。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田晓航 李恒

基层医卫机构“管”起更多老年人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