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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由中铁七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察芒公路阿孜乡至芒康县段改建工程”A 标段，于 2024 年 9 月 3 日通过竣工

验收，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材料费等已全部结清，无任何拖欠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

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或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付保华 联系电话：13526825396
特此声明

中铁七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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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传统医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

中医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经典医籍超 1.3 万种，中药超 1.8 万

种，传承历史跨越数千年……中医药以

其浩如烟海的资源、博大精深的内涵，

令世界瞩目。

“ 中 华 文 明 的 瑰 宝 ”热 度 有 多 高 ？

促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传统医药的重

要性有多大？

最新召开的 2024 世界传统医药大

会上，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全球

3000 多位传统医药领域的政府官员、国

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参会，聚焦“多

元、传承、创新”，举行了近 130 场高水平

的演讲和报告，共话传统医药如何更好

造福各国人民。

护佑健康，中医药散发时
代之光

从《黄 帝 内 经》《伤 寒 杂 病 论》，到

《本草纲目》《温热论》，再到青蒿素……

中医药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博大智慧。

“ 中 医 药 学 是 中 国 古 代 科 学 的 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几

千年来，中医药生生不息，始终散发着

耀眼的时代之光。要探索符合自身特

点的传统医药发展道路，让传统医药为

破解人类健康难题贡献新力量。”中国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余艳

红说。

时代在发展，中医药魅力几何？

健康服务体系更强了—

来自大会的信息显示，约 90%的县

有县办中医医疗机构，2023 年中医类总

诊疗量达 15.4 亿人次，占全国诊疗人次

的六分之一。中国已构建起覆盖城乡

的、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

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 古 方 新 用 ”的“ 中 国 药 ”更 多

了—

2023 年中国批准 10 个中药新药上

市，2024 年仅 1 月至 11 月就批准 12 个。

在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临床试验“三

结合”的中药审评证据体系指导下，中

药新药数量呈上升态势。

中医人才队伍更“壮”了—

2023 年全国医疗机构中医药专业

人员有 104.5 万人，中医药领域已有 26

名两院院士。中国创新体制机制建强

中医药人才队伍，形成了院校教育、毕

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师承教

育贯穿始终的人才培养体系。

“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

人和的大好时机，我们中医药工作者就

要增强文化自信，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

中 的 精 华 ，充 分 发 挥 中 医 药 的 独 特 优

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让古老的中医

药永葆青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

师王琦说。

与时俱进，传统医药“拥
抱”现代科学

通过智能针灸铜人了解身体经络，

品一杯“古法新制”的中药茶饮，体验

VR 中医问诊……在大会现场，颇具“时

代感”的体验活动，让多国嘉宾感叹：

“ 中 国 传 统 医 药 与 现 代 科 技 结 合 真 奇

妙！”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

用，给传统医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用

现代科学研究中药作用机理，让古方在

新时代得到传承和发展。

聚焦“传统医药与初级卫生保健”，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张

瑞介绍，在朝阳区，中医智能舌诊仪融

入上千种舌象大模型，为医生提供了便

利的辅助。

在大会的政府论坛上，中国国家药

监局副局长黄果抛出案例：源于 400 多

年前经方的中成药儿茶上清丸，通过开

展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的多中心

临床试验，于今年获批上市。

中 日 友 好 医 院 副 院 长 崔 勇 表 示 ：

“中日友好医院作为国家中西医结合医

学中心，致力于将现代技术和方法运用

到中医当中，加快推动中西医结合优势

病种临床路径研究和共识指南撰写，让

传统医药在‘拥抱’现代科技中绽放光

彩。”

应对挑战，医学“瑰宝”更
好造福世界

面对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

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未来如何做

好传统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文章？

以传承守护“瑰宝”！云南勐海，中

国西南边陲的小县城，首届全国名中医

陈宝贵刚刚在这里开办了传承工作室，

要为当地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中医人才。

与共和国同龄的他，以一名中医人

的坚守，数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守住中

医药的‘根’与‘魂’，基层中医药人才不

能掉队。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

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

好，坚持古为今用，推动中西医药优势

互补、协调发展，促进传统医药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让中医药

更 好 服 务 人 民 健 康 ，让 中 医 药 走 向 世

界。”

当前，传统医药的价值正在被越来

越多国家认识和关注。世界卫生组织

数据显示，已有 170 个会员国使用传统

和补充医学。中国的中医药已传播至

196 个国家和地区，113 个世界卫生组织

成员国认可使用针灸。

“一枚银针连接世界。”作为用现代

科学方法向世界阐释针灸科学内涵的

中 国 学 者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韩 济 生 表

示，中医针灸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彰显

了中医药的独特智慧；未来还要加强跨

文化、跨领域交流，让中医药更加自信

地走向世界。

大会通过并发布《2024 世界传统医

药大会北京宣言》，与会者一致同意采

取 相 关 行 动 ，包 括 推 广 传 统 医 药 的 概

念、知识和实践，支持制定和实施国际

传统医药优先研究议程，推动传统医学

与现代医学融合等。

让优秀的传统被读懂，以创新的勇

气向未来！

同仁堂牵头联合 16 家老字号中药

企业发起成立专委会，通过共享同仁堂

海外渠道、展览展示等活动，在“抱团”

走出去过程中不断创新，向世界讲好中

医药品牌“故事”。

服贸会连续 11 年设立中医药主题

日；北京冬奥会打造“10 秒”中医药体验

馆……传统医药不断迸发新活力。

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与时俱进、守

正创新。我们期待，传统医药更好造福

世界！

（新华社北京12月 6日电）

让“中华文明的瑰宝”散发时代之光
—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聚焦“多元、传承、创新”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徐鹏航 顾天成

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记者 李

恒）冬季气温低，呼吸道疾病易发。专

家提示，公众在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时，对于有疫苗可预防的呼吸道传染

病，应尽早按照接种程序接种疫苗，儿

童、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

尤其应注意疫苗接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

丽萍介绍，根据全国呼吸道哨点监测第

47 周的监测结果显示，目前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总体仍处于相对低的流行水平，

但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是体现在 0 至 14

岁年龄段的人群发病病例有所增加。

王丽萍介绍，从监测数据来看，在 0

至 4 岁的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呼吸道感

染住院病例中，常见检出阳性的病原体

是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副流感病毒、腺

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等；5 至 14 岁门

急诊流感样病例和呼吸道感染住院病

例病原体主要是鼻病毒、肺炎支原体、

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等。

“大雪节气过后，气温显著下降，雨

雪会增多，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

道合胞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感染

风险也会上升。”王丽萍表示。

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常昭瑞建议，勤洗

手，咳嗽和打喷嚏时要用纸巾或肘部遮

住口鼻。同时，保持居住和工作环境清

洁与通风，通过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和

充足睡眠来增强体质。

“一老一小”的健康备受关注。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质斌特

别提醒，儿童免疫系统还不健全，老年

人通常免疫功能相对较弱，在保持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注重环境清洁卫生等

基础上，还需尽早做好疫苗接种。呼吸

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儿童、老年人应尽

量避免前往环境密闭、人员密集场所，

一旦出现病症，要及时就诊，遵照医嘱

进行治疗。

专家支招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

12 月 6 日，广西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举行民族体育运动会，比赛设有抛绣球、大象拔河、陀螺、板鞋接力、竹竿舞、跳绳

等十多个项目。学生们在运动会中尽享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上图：12月 6日，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的学生们在体验竹竿舞项目。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左图：12月 6日，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的学生们在体验坐地传球项目。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校 园 运 动 会
刮起“民族风”

12 月的北京，清晨寒风瑟瑟。天光尚未大亮，中

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外已排起长长的队伍，观众们等待

第一时间入馆参观。

一般来说，工作日或寒暑假之外的时间，博物馆

参观人数会比较少，是“淡季”。而国博馆内外的火热

场景与“淡季”的预期形成鲜明对比。

近日，国博公布的一组数据印证了“淡季不淡、旺

季更旺”的开放运营常态：截至 11月 28日，今年观众累

计预约已超 630 万人次，平均每天接待观众 2 万余人，

同比增长 10%；暑期，每天有近 160 万人预约 2.6 万张

门票，即便是在淡季，每天也有近 52 万人预约；国庆假

期之后，10 月 8 日至 10 月 28 日，参观人数达到 34.9 万

人，同比增长 10％。

好的展览是博物馆的“硬通货”。“古代中国”基本

陈列是国博最受观众欢迎的展览，每年 30 个左右的临

时展览也各具特色，持续释放吸引力。

工作日早上 9点多，“明星展品”明孝端皇后九龙九

凤冠的展柜前已蜿蜒排出十几米的队伍。这样的盛况

也出现在国庆节前开放的“风展红旗如画——馆藏红色

经典文物展”：参观人数较多时，观众们依次排队、秩序

井然，与展出的国旗国徽合影。而 11月初刚开展的“美

的多元——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更成为下半年的展览

焦点之一，开放三周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 4.5万余人，

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吸引观众慕名参观。

“爆款文创”持续为展览提升热度。以“明孝端皇后

九龙九凤冠”为原型设计的凤冠冰箱贴文创产品，一

经推出就迅速成为现象级“爆款”产品。截至 11 月 27

日，其两款冰箱贴共计销售超 53万件，成为国博近 20年

来当之无愧的“销冠”。无独有偶，“美的多元—古希

腊的艺术与生活”开展 10天就有 10余款产品断货。

“文创产品的热销对更多人走进博物馆有一定带动

作用。希望大家喜爱文创的同时关注文物、关注文物背

后的历史。”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营开发部副主任廖飞说。

博物馆不仅要体现历史高度，还要展现人文温度。

从讲解展览到举办讲座，从博物馆研学到考古体验营，

国博全年为观众提供分众化、特色化的社会教育服务。

记者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遇到了北京市顺义

区第八中学的研学团队。“这是我第一次来国博。在这里能够更亲近地感受到

课本上图片展示的文物，增长了见识，也让我意识到要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发扬光大。”该校初二学生张竞文说。

今年以来，国博已为北京市 6 个区的中学生提供“古代中国”研学教育服务

千余场次，服务学生 4万余名。

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截至目前，国博 35 岁以下年轻观众

占比超六成，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走进博物馆，从优秀文化中汲取力量。

明年，国博“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将全新改陈亮相，还筹划举办“安徽淮南武

王墩大墓展”“上合国家文物联展”等国家展览，计划引进“意大利文物精品展”

等国际展览项目。

“我们将持续加强文化供给力度，推动更多优质巡展直达基层，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文化需求。”这名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12月 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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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 侯维

轶）6日，全国首张“草票”在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发行。

这次发行的“草票”是一种草原

资源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票面化的

凭证。“草票”是在遵循自愿投资、平

等协商的原则下，国有企业与嘎查村

集体、农牧户通过共同经营、经营权

流转等方式进行草原生态保护修复

与草牧业可持续经营，依托创造的利

润，面向嘎查村集体、农牧户及社会

资本制发的经济权益凭证。

达茂旗是内蒙古 33 个牧业旗之

一，拥有 2300多万亩天然草原，具备草

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势。今年 1

月，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正式

批复包头市为自治区“草票”制度试点

地区。随后，达茂旗启动试点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监测规

划院院长刘爱军说：“通过发行‘草票’，

对草原价值进行核算，可以让大家认

识到草原的应有价值，从而提高保护

草原的意识，还可获得‘草票’增值分

红收益，进而提高收入，牧民也可通过

‘草票’抵押、贷款，获得金融支持。”

“‘草票’的发行将有效解决草原

过牧问题、实现草畜平衡、创造就业

岗位、增加牧民收入，进一步激发草

原生态保护修复意识、调整优化畜牧

业结构，推进草原由草原资源到草原

资产再到草原资本的有机转化，持续

提升草原生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

能力。”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王金龙说。

全国首张“草票”在内蒙古达茂旗发行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 许雄）12月 6

日，伴随汽笛长鸣，一列满载 165 辆国

产品牌汽车整车的中欧班列从长治

长铁绿能物流园缓缓驶出。这是中

欧班列首次从晋东南地区始发，也是

国铁郑州局在山西省开行的首趟中

欧班列。

这趟中欧班列采用 40 英尺专用

集装箱装运汽车整车，全程运行 8080

公里，预计 15 天左右抵达目的地，较

海运方式节省约 20 天时间，大幅提升

了晋东南地区跨境物流运输时效。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市，地

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是国家现代流

通战略支点城市和山西省域副中心城

市，也是环渤海经济圈、中原经济区、

陇海经济带的交汇点，太焦、瓦日、邯

长铁路和郑太高铁在此穿行而过，具

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

参与班列组织的华远国际陆港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

在加快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现代

物流产业体系的基础上，按照“一省

三局、全域覆盖”布局，不断深化与国

铁集团相关单位的协同合作，努力推

动山西省中欧班列开行扩量提质。

上述人士表示，截至目前，山西

省已形成多地始发，常态化开行 23 条

线路，通达 16个国家 48个主要城市的

国际班列服务网络。

晋东南地区开出首趟中欧班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