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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版编辑 刘 亮 管培利 刘春沐阳 李芃达 刘志强

视 觉 统 筹 吴 迪

本报北京9月19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以
“决胜全面小康、践行科技为民”为主题的全国科普
日活动19日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启动，活动将持续
到9月25日。

在位于中国科技馆内的2020年全国科普日北
京主场活动区域，一批精彩纷呈的活动吸引大量观
众参与。北京主场活动包括科普科创齐飞、公共安
全健康、群星照耀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等四大板块，
通过互动展品、实物模型陈列、多媒体、图文版等多
种形式展现科技惠民为民，并重点推出“大医精
诚 无问西东——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纪实展”和“全面小康·科技同行”两个专题展览。

烈焰火场、房屋坍塌、洪水泛滥，这些突发事故
现场该如何开展救援？一系列“高智商”的应急科技

装备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主场活动展
出了可广泛应用于应急救援和灾害现场快速三维建
模等场景的六旋翼无人机，基于信息融合技术的智
能灭火机器人，可以模拟突发事件周边地形、地貌，
以方便救援指挥人员进行态势推演的交互式三维电
子沙盘，还有能够实现火灾自动探测报警及定位、扑
救等功能的自动消防灭火系统……为观众奉上一场
公共安全文化大餐，增强全民安全意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科技始终同
行。想象一下，驾驶着轮船在海中遨游，轻点按钮
即可清理海洋垃圾、解救受环境污染影响的海洋动
物，在场的孩子们争当“海洋卫士”，这样的互动有
效提升了他们保护海洋的意识；黑白电视、大哥大、
BP机等老式设备已退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

代人的记忆。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智能化产
品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通过对这些新旧
生活用品的陈列展示，结合多媒体视频，让观众感
受科技改变生活的魅力……丰富的科普展示项目
不仅能看还能玩，大人孩子都乐在其中。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廖红介绍，今年全国科
普日立足面向基层、服务发展，着力打造“北京主场
活动、省级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及云上科普日”
的“3+1”活动架构。重点打造的科普日云平台，还
为全国各地、各领域的科普活动主办方提供展示平
台。截至目前，已云集活动超过2万个，包含现场
直播、科普视频、云游科普日现场、知识竞赛、科普
课堂等多种类型。

据悉，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由中国科协、中宣
部、教育部、科技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
委、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联合举办。自2004年以来，
中国科协已连续16年成功举办全国科普日活动，
各地各部门在全国科普日期间累计举办重点科普
活动近10万次，参与公众超过19亿人次。

2020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江城武汉，洪山脚下，中部战区总医院门诊大
楼前的铭文异常醒目：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今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
汉暴发。为了拯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位于疫情
中心地带的中部战区总医院，抽调2200余名精锐
医护人员组成“党员突击队”，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
击战。

数月后，疫散花开，九省通衢的武汉恢复正
常。白衣勇士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人间大
爱，融进这座英雄的城市，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

危难中的担当

1月4日，呼吸内科收治了一位咳嗽不止、浑身
乏力的发热病人。因查不出病原体，患者被转至感
染科后病情加重，出现呼吸窘迫症状。

有着34年临床经验的感染科主任医师江晓静
深知其中危险，仍坚持亲自对患者实施支气管镜检
查，并第一时间将病人的灌洗液送到武汉市第三方
检测机构。

“疫情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党员干部一定要在
危难关头勇于担当。”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部战
区总医院快速启动疫情防控预案，成立了专家组、
救治组和保障组，加紧筹划准备。

“当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军队医院
首先要带头收治病人。”随着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
的发热患者来院求诊。院长邢文荣一面组织防疫
专家搞好医院自身防护，一面要求科室正常开门
诊治。

疫情持续恶化。武汉卫健委请求医院派两支
医疗队，分别增援武汉肺科医院和第七医院。为了
保证医疗救治水平，一批精锐骨干紧急抽组集结，
支援地方医院。

“我是党员，我有抗击非典经验，让我去。”53
岁的护士长刘孟丽说，命令下达后，请战书像雪片
一样飞往党组织；一个个眼睛布满血丝的党员，在
请战书上摁下红手印：“我们是党员，危险岗位就是
我们的战位。”

生命挽救生命

把一个个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需要党员医
疗骨干冒着生命危险，与时间赛跑，与疫情博弈。

一位危重病人在转运中出现心衰现象，紧要
关头，护士方萍毅然摘下起雾的护目镜进行穿
刺。当拭子缓缓插入患者鼻咽深处时，剧烈的咳
嗽带起的飞沫，连连喷向不足一尺远的医护
人员。

医生方庆刚刚走进病房，得知一名新收治患者
的心跳呼吸就要停止，来不及戴正压头套，一边按
压患者心脏，一边插管上呼吸机……

一名怀孕35周的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经多次
转院，被送到中部战区总医院。当时，患者双肺已
严重感染。为了挽救母婴的生命，呼吸、重症
ICU、妇产、麻醉、儿科、感控、检验等10余个科室
的党员专家参与救治。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手
术，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到
来。令人欣喜的是，母子平安，医护人员均未被病
毒感染。

突击队里的战斗队

中部战区总医院抗击疫情的党员突击队里，有
一个特殊的战斗队。江晓静、靳桂明、何东初……
这些在医疗领域中经验丰富、视野开阔的专家教授
和学科带头人，在抗疫一线贡献着他们的知识与智
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成为抗疫战场上
的拳头力量。

大大的黑眼圈、沙哑的声音，医院感染控制科专
家靳桂明今年66岁，退休已有6年。疫情之初，患有
慢性病的她向医院党委主动请缨：“我参加过抗击非
典任务，有20多年的感控经验，疫情防控我来干！”
在她的现场指导下，内科楼在48小时内被改造成救
治患者的标准病房，为第一时间抢救病人赢得时间。

随着疫情的扩延，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参与救
治。而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变化快，救治“窗口期”
短，急需医生快速对症治疗。江晓静结合多年临床

经验，编写了简明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何东初带领团队，将科研搬

到抗疫战场，第一时间承担国家重点专项课题，结
合过去治疗非典、腺病毒的实践经验，开展中西药
结合治疗。后来，他的治疗经验被推广到医院的
10个病区。

集智攻关，优化医疗方案，实施“一人一策”的精
细化治疗……中部战区总医院的专家党员们将治疗
关口前移，从用药时机、剂量、方式等方面，对轻症、
重症、急症等不同患者实施密切观察，对每名患者、
每次用药都进行详细分析，避免病人向危重型转化。

“党员突击队用血肉之躯，为人民群众的生命
健康，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安全屏障。”中部战区总
医院政委卢海波介绍，抗疫过程中，全院发热门诊
量达1.3万余人次，新冠肺炎专区累计收治患者
831人，治愈出院760人。

文/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黎 云
（新华社武汉9月19日电）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中部战区总医院党员突击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记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处在疫情中心地带的中
部战区总医院，抽调2200余名精锐医护人员组成

“党员突击队”，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在灾难
和困难面前，他们自觉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扛
起如山使命，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守护生命和健康
的铁壁铜墙。

英雄，就是明知危险在前方，依然挺身而出的
人。在灾难和困难面前，医护人员不分年龄、不分职
务，坚守着一个共同的信念：治病救人。2200多名
医护人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作为
党员，就要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满腔赤诚为国
为民。在病毒肆虐、疫情蔓延之时，敢于向险而行、
逆行出征，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希望留给别人。

英雄，就要敢于在磨难中砥砺，在悲恸中奋起。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他们勇于用生命践行使命，用
使命守护生命，托举更多生的希望。作为党员，要在
大灾大难面前，勇于承受压力，能够顶天立地，迸发出
坚韧不拔、攻坚克难、无敌于天下的英雄气概。

英雄亦是血肉之躯的凡人，但是当战斗的指令
发出、冲锋的号角吹响，定当全力以赴、永不言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英雄。作为党员，要以大无畏
的担当精神和战斗意志，勇挑重担，敢于经受血与
火的洗礼。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每个
党员，关键时刻无私无畏、冲锋在前。如此，山河无
恙，国泰民安。

党员突击，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在长春市宽城区五星村村史馆里，有这样一面
“笑脸墙”，墙上挂着百位村民的笑脸照片，铺排成
村庄的形状。照片里村民个个笑容灿烂，内心的喜
悦溢于言表。

“以前住在土房里，一刮风屋里全是灰尘。自
从棚户区改造工作开展后，大家逐渐搬进楼房。”村
民丛德东说。

五星村是典型的城中村，6年前，随着土地被
陆续征用，如何让失地农民“不因失业坐吃山空”成
了五星村面临的难题。

当时，恰逢村委班子换届，有创业经验的杜一
宝担任村党总支书记。甫一上任，他就动起了脑
筋：不能靠种地谋生怎么办？五星村毗邻高速公路
口，四环路穿村而过，便利的交通资源为当地发展

物流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想到就干。杜一宝和村民用5个月的时间在

一处废弃鱼塘上建起了“问天物流园区”，当年就获
得了500万元的纯利润。

村边有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纪家水库，使用
权回归后，改建为北城水上乐园，是集休闲、娱乐、
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大型娱乐场所，旺季时日均接
待游客3000人次，安置村民就业60人。

小雨淅沥，伞影婆娑，走在北城乐园千米环形
栈桥上，桥下水面干净澄澈，游乐设施五彩斑斓。
北城乐园收银员王娜的照片也在笑脸墙上，记者们
走进乐园一眼就认出了她。王娜告诉记者，过去她
靠着家里几亩田过日子，种植蔬菜、玉米，再打些零
工，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她家的年收入已

经达到五六万元了。“与过去相比，日子真的好了很
多，很满足，我心中的小康目标已经实现了。”

从土房到楼房，从废弃荒地到新园区，从单一
经营到多点开花，五星村用了6年时间实现集体资
产从70万元到5亿元的跨越，人均收入超过了3万
元。如今，除仓储物流、休闲旅游产业外，五星村还
打造智慧农业平台、新建蔬果批发市场等，产业融
合有序推进。

此外，五星村还实现了免费集中供养“五保
户”，免费解决贫困家庭学生上学，免费为村民办理
新农合，并承担村民部分水电费。

“让12677名村民的笑脸，都能在五星村6.1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绽放，这是我的愿望。村民幸福
的笑脸不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吗？”杜一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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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村那一面“笑脸墙”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原 洋 李己平

9月19日，以“两岸新时代、科技新融
合”为主题的2020海峡科技专家论坛在厦
门举办。

本届论坛包括海峡两岸数字经济融合
发展研讨会、海峡两岸管理论坛、海峡能源
电力融合发展论坛、海峡两岸社区卫生健
康服务研讨会、闽台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
展交流会、第十一届海峡护理论坛共6场
专题活动，逾百名科技专家现场参会，更多
代表通过4个线上平台远程收看会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宋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经济
和科技新业态，给数字化和新基建带来了
新挑战，如何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赋予的新机遇，加快5G、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全面赋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既是两岸数字经济发
展的全新方向，也是推动两岸科技交流的
良好机遇，这为两岸科技人才携手合作提
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表示，近年来闽
台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合作和
科技人才交流日益密切，两岸科技专家为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届论坛首次发布了《闽台民间科技
交流博览》，回顾总结30年来闽台民间科
技交流丰硕成果和先进经验，并对下一阶
段继续深化双方科技交流做出展望。

海峡科技专家论坛在厦门举办
本报记者 田 原

坐落于乌蒙山脉腹地的毕节市，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生态
贫瘠，一直是贵州省最贫困的地方，其西北角的纳雍、威宁、赫章
3县更是“贫中之贫”。

近年来，纳雍、威宁、赫章3县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大力
改善以交通、医疗、教育为代表的基础公共服务，为决胜脱贫攻
坚打下坚实基础。

硬化路连通千万家

走进纳雍县岭骔镇小屯村仲家箐组，整洁的柏油路在寨子
里蜿蜒；家家户户绿植满院，香气扑鼻。

“根本不敢想象，烂泥路能变成如今这幅景象，以前可是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小屯村党支部书记王祖军说，仲家箐组
的村民做梦都想修一条“敞亮”的路。

在扶贫政策支持下，美梦终于成真。2013年底，仲家箐组
通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获得支持，村民投工投劳，于
2014年6月完成了通组路的硬化。

有了路，群众增收就有了方向。村民王祖怀筹资购买了一
辆大货车，搞起运输，第一年就挣了10多万元。在王祖怀的带
动下，小屯村如今有16户群众买了货车跑运输。去年，该村人
均收入达1.26万元。

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纳雍县共建设通村公路1756公
里，建设农村“组组通”硬化路共1497公里，30户以上的自然村
寨全部通上硬化路。

“一路通来百业旺”。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纳雍县的
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截至去年底，
该县22个贫困乡镇全部减贫摘帽、199个贫困村出列、45517户
218917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96%。

家门口能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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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属于重度关节炎引起的内翻屈曲
痉缩畸形，是晚期重度膝骨关节炎的表
现。”记者来到赫章县中医院时，该院副院
长、骨伤科大夫陈潮锋一边给病人检查，一
边给年轻医生讲解病例。

陈潮锋来自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中医
院，是该院骨伤科的副主任医师，曾于
2018年9月到赫章县开展为期4个月的医
疗帮扶工作。今年3月，陈潮锋再次来到
赫章，进行长达一年的医疗帮扶工作。

记者在医院遇到86岁的肖光兰老人。
老人前不久做了由陈潮锋主刀的人工股骨
头置换手术，如今已能拄着拐杖独立缓行，

“多亏了陈大夫，让我重新站了起来”。
医疗援助是东西部协作帮扶的重要一

部分。自开展结对帮扶以来，广州市番禺
区先后投入1057.5万元帮助赫章县中医
院建设新的医技楼并购置医疗设备，目前
该院重新打造的外科病区、妇产科病区、手
术室的就医环境已达到三甲医院水平。

此外，番禺区还投入1800万元资金用
于建设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提升一家
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让赫章县87万群
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服务。

学校是当地最漂亮的建筑

“现在上学再也不用走泥巴路了。”在

威宁县第七小学，一名四年级学生告诉记
者，现在出门就是学校，教室特别明亮，“老
师还用投影给我们讲课，好多东西以前都
没有见过”。

威宁县第七小学所在的雄山街道平
山社区，是一个专为易地扶贫搬迁设置
的安置点，共有677户、3322名搬迁村民
入住。

威宁县在安置点建设之初，就同步规
划并建设了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随着村
民陆续入住，威宁县第七小学于2018年
11月正式开学，从五里岗小学和棒木小学
分流的836名小学生就读该校。

新学校与此前就读的学校大不一样，
有宽敞的计算机教室，有电子教学设备，课
桌能调节高低。

据了解，威宁县第七小学现有教学班
44个、学生2132名，其中移民搬迁子女
1676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1343人。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在决战脱贫攻坚中，
威宁自治县始终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着
力建校园、强师资，让每一名学生都得到
了良好的教育。“学校在当地一定是最漂
亮的建筑。”威宁县委书记肖发君自信
地说。

本报北京9月19日讯 记者姜天骄
报道：9月19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主办，清华大
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中国音乐家协会
等单位承办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线
上艺术研讨会举办。

此次研讨会邀请海内外多名专家学者
共聚云端，围绕“艺术与可持续发展”主题
进行热烈讨论。

本次研讨会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
际举办，旨在响应联合国关于“促进艺术的
发展、传播和享有”倡议，不断丰富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助力中外文化交流
互鉴，以艺术力量凝聚国际共识，充分展现
中国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表示，联合国
始终重视发挥文化艺术的作用。文化艺术
的发展需要汲取传统智慧，探寻现代价值，
积极创新共享。文化艺术是构建和谐世界
的重要力量，中国外文局也将进一步加强
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

会上，艺术片《身随心舞——我们同在
一个地球》首发播映。该片以优美舞姿展
现了“不熄之火”的精神，表达对自然和生
命的敬意。

“在文化艺术面前，没有语言隔阂、性
别差异、种族距离、社会不平等。无论身在
何处，只要敞开心扉、张开怀抱，共同拥抱
艺术，定能够风雨同舟、命运与共。”清华大
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说。

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线上艺术研讨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