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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

中心资深研究员路易斯·费尔南德
斯认为，习近平主席阐述和提出的
改革理念是正确的，因为这些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且基于对全
球经济整体环境和国际政治经济关
系复杂性的科学分析。

“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
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中国
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老百姓关心
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
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
带来更多获得感”……海外人士尤其
注意到，在引领新时代中国全面深
化改革过程中，人民始终在习近平
主席心中居于最重要的位置。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
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表达
了对习近平主席“为了人民无私奉
献”的感动与钦佩。他说：“习近平
主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
动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提升人民
生活水平，改善民生。从精准扶贫
到全面小康，从教育改革到医疗保
障，他所指引推动的政策切实回应
了人民的需求，展现了对人民的深
厚情怀和责任担当。”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公平正
义的制度安排上，体现在真抓实干
的务实作风上。”柬埔寨柬中关系发
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说，这让人民
既成为改革的实践者，又成为改革
的受益者，打通了中国快速发展的
脉络，推动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

“习近平懂得用心、用思想来回
应人民需求。他发起的改革是成功
的，这些改革符合人民的利益，因而
获得人民的认同。”诺维科夫说，中
国的领导者“牢记来自人民、为人民
服务”，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

重要区别。
“习近平心中的人民，不仅是中

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中国改革友
谊奖章获得者、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
名誉主席斯蒂芬·佩里感慨，习近平
深刻认识和理解辩证法与矛盾论，并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
到了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在世界
迷失的时刻，这条道路为世界前进提
供了新的思路，带来了新的启迪。

十年多来，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
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光明前景。

斯里兰卡国际问题专家亚西鲁·
拉纳拉贾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
国式现代化在减贫、科技创新以及
绿色可持续发展等领域都为世界创
造了新范式。”智利前驻华大使费尔

南多·雷耶斯·马塔表示，“中国式现
代化是非常深刻、有力的概念，它改
变了现代化的范式”，在全球南方国
家中引发了广泛回响。

“为推动解决人类重大问题提供
愿景和规划”

“启运！”7月初，习近平主席访问
哈萨克斯坦期间，同哈总统托卡耶夫
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了中欧跨里海
直达快运开通仪式。11年前，正是在
哈萨克斯坦，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如今，已
有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班邦·苏萨蒂约说，习近平主席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世界不同
地区通过供应链连接起来，这样的
构想令人叹为观止。

海外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一系列重
要倡议和理念，为积极应对全球性
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
方案，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创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绘就了恢弘蓝图。

“习近平是一位为推动解决人类
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愿景和规划的
大国领导人。”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
思·贝内特这样评价。

厄瓜多尔前总统吉列尔莫·拉索
说，世界正面临多重机遇与挑战，只
有增强“命运与共”意识，才能增进全
人类共同福祉。中国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各国进
行平等对话、实现和平发展提供了启
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探索自由与和
平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拉索说。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
理事长许庆琦说，二战结束后，西方
逐步建立并主导了全球治理体系，
目的是维护西方自身利益。所有国
家必须追随西方，否则就会被西方
视为对立面。相比之下，中国提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包容
的。“这一理念超越了国家层面，是
从全人类的高度处理国际体系。”许
庆琦说。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之一的英国
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高度评价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以及为此进行的理论探索。
他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合
了古老的中国智慧，全球的美好未来
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期待中国
在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为世界提供更多启迪和机遇
—— 海外人士盛赞习近平引领新时代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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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采取“线上+线下”模式全方位

开展非遗宣传和保护活动，让非遗走进千
家万户，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积极开
展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三进”工
作，创建非遗示范学校和校园非遗社团，
开设民族文化课程，编撰地方民族文化乡
土教材，推动非遗学科体系建设，聘请非
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让更多的人民群众
零距离了解非遗，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充分利
用苗年、侗年、苗族姊妹节等各类民俗节
庆活动，开展丰富多元的非遗展示展演活
动，办好中国丹寨非遗周等非遗特色品牌
活动，依托主流媒体、自媒体加大宣传力
度，扩大黔东南民族文化影响力，营造浓
厚的非遗保护氛围。依托群众体育活动
宣传展示非遗，在“村 BA”“村超”比赛期
间穿插非遗展演，展示服饰、银饰、刺绣、
蜡染、呢哨等民族手工艺品，进一步宣传
我州优秀民族文化，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
非遗保护意识。

作为非遗资源富集地，我州通过合理
利用好非遗珍贵资源，致力于做好“非
遗+”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经过近几年
的发展，“非遗+旅游”“非遗+研学”“非
遗+产业”等已形成特色，并在实践中取
得丰硕成果。在创新发展中探索非遗与
现代生活的连接路径，合理利用非遗助
力乡村振兴，以就业带动力强的非遗项

目为依托，实现各族人民增收致富，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规划建设西江千户苗寨等一批主题
突出的非遗旅游景区，培育石桥古法造
纸文化旅游景区等一批互动性强、体验
感好的非遗旅游体验基地。与《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社联合推出中国乡村旅游 1
号公路，将沿线 42 个传统村落、100 余项
非遗串珠成链，合理镶嵌了 13 个非遗驿
站，让广大游客沉浸式体验民族文化，推
动非遗元素融入旅游项目开发和市场推
广，丰富“苗侗山珍”公共区域品牌内涵，
提升黔东南旅游产品质量。

探索“非遗+产业”新路径，推动非遗
元素与民族手工艺、精品农业、文化体验
等产业深度融合。建立传统工艺工作
站，研发非遗衍生产品，推动非遗成果转
化，通过“非遗+线上直播”“非遗+旅游”
等多种方式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同时，
推行能人带户、景区带村、合作社带区域

“三带”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
以服饰、银饰、刺绣、蜡染等传统手工技
艺为主的文化旅游生产服务企业和个
体，激发非遗传承活力。

在黔东南大地，从历史中走来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融入时代的朝气，助力乡村
振兴，焕发蓬勃的生气，更好地滋养社会、
惠及民生。未来，我州将进一步扎实推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使非
遗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深夜的绿茵场仍然灯光璀璨、锣
鼓喧天。7 月 13 日晚，2024 年度贵州
村超联赛半决赛正火热进行。

场上球员激烈拼抢，观众的呐喊
震天动地。与此同时，一场电商的

“云比赛”也在网络上打响。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推出的一款

杨梅汁，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选购。”
以球赛为背景，26 岁的王仙桃与搭
档姚思洁正忙着直播带货公司的新
产品。她们是贵州山呷呷农产品有
限公司在当地招聘的主播。

除了杨梅汁以外，百香果、脐橙、
天麻等农特产品都先后出现在村超
现场，通过网络直播销往全国各地。
贵州山呷呷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胜忠介绍，作为一家从2022年就落
地榕江，并助力村超“出圈”的新媒体
企业，他们几乎每个比赛日都会派出
员工到村超球场进行直播带货。

“我们的战场在线上，这里的气
氛和球场上一样激烈，到直播间助力
购买农特产品的顾客也和观众席上
观赛的观众一样热烈。”王仙桃说。

“这只是榕江县大力发展直播带
货等新媒体产业的一个缩影。”榕江
县新媒体专班负责人、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申敏表示，近年来，榕江县提
出“三新农”理念，“把手机变成新农
具，数据变成新农资，直播变成新农
活”，成立“榕易”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引进主播培训孵化的专业培训
机构，创立榕易拍、榕易剪、榕易编、
榕易播、榕易卖、榕易创“六易”课程

体系，把种植户、养殖户、文旅主体、
非遗传承人、留守妇女、返乡创业青
年、易地搬迁群众等培养成为一批
懂技术、精业务、会直播、能创业的

“新农人”。
回想起 2023 年 5 月 13 日贵州村

超开幕那天，唐胜忠仍然感到激动。
短短一天，他和团队的视频号发布11
条视频，就斩获近 2000 万浏览量，其
中最高的一条达 305.7 万。如今他的
公司已经对接90余家龙头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农户，直接或间接带动
2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去年村超开赛以来至 2024 年 5
月 5 日，一年间，村超系列赛事全网
浏览量已超 700 亿次。

“村超如同乡村振兴的超级发动
机，怎么让巨大的流量转化成巨大
的红利，怎么样才能持续接住村超
流量带来的‘泼天富贵’？我们的理
念是一个 IP、一个品牌、一个产业，
多做一些内容孵化，找准产品定位，
并且在包装、物流上下功夫，让更多
本地土特产走出大山，带动农副产
品生产，巩固父老乡亲就业增收。”
唐胜忠说，今年，他将直播带货的总
销售额目标设定为突破 1 亿元，努力
借助村超发展之势，利用新媒体销
售更多农特产品，让乡亲们的生活
能有更大改善。

榕江县兴华水族乡高排村的“95
后”苗族姑娘刘勤兰，过去做线下农
产品销售，生意一直不温不火。村
超火爆之后，她通过学习运用手机

直播引流和带货，转而销售苗族蜡
染等手工艺品，持续带动了二三十
位绣娘、染娘在家门口增收。

“村超流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直播让我们为村里的农产
品找到了销路。”刘勤兰说，“我们身
为年轻人，更应该学会运用新思维、
新技术来谋发展、促就业、创未来。”

2023 年村超开赛以来，榕江出台
一系列措施，推动直播赋能旅游产
业、特色农产品、网红经济等，并提
供直播示范基地、税收奖励、创业贴
息、办公用房等方面的支持。

“为了真正实现让手机成为新农
具，数据变成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
活，榕江县将新媒体作为战略产业
来布局，抢抓数字经济新赛道，先后
开展乡村主播类培训 500 余次、覆盖
4 万余人次，全县培育出 1.2 万余个
新媒体账号和 2200 余个本地网络直
播团队，为榕江县县域品牌的‘出
圈’起到了关键推手的作用。”榕江
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勃说。

在旅游带动上，村超巨大的流量
体现了巨大的变现能力。据榕江县
政府初步统计，2023 年 5 月 13 日至
2024 年6月30 日一年多时间里，榕江
共接待游客 1169.24 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130.7亿元，实现了突飞猛进。

在村超赛场内外，许多农村主播
干起了直播带货的“新农活”。在距
离榕江县城 90 公里的两汪乡两汪村
里，王启红在院坝里支起手机，以大
山为背景，没有灯光，没有专业的直

播设备，就这样开始了直播。
在短视频平台上，王启红的账号

叫“贵州苗家姑娘”，粉丝近 40 万，而
她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提起
做直播的经历，王启红至今仍然清
楚地记得，2020 年 10 月，她发布了一
条家人做酸辣鱼的视频，一下子就
获得了 17 万播放量以及 6000 多涨
粉，这让她开始对直播有了兴趣。

后来，王启红的短视频和直播逐
渐走上正轨，酸菜、土鸡蛋、大米、红
薯、土豆、辣椒……各种各样的农产
品通过她的直播间卖出了小山村。
如今，王启红在直播间仍然保持着朴
实的风格，“我很珍惜每一位朋友对
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都用心去做
好，不用灯光，不用修饰，让大家看到
农产品真实的样子。”在王启红的直
播间，观众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2023年5月，村超火爆“出圈”后，
王启红和其他乡村主播一样主动宣
传村超背后的当地“超文化”“超美
食”“超特色农产品”等，当起村超代
言人，同时通过村超吸引粉丝关注
量，增加产品订单量，成为直播带货
达人。在王启红的带动下，两汪乡更
多的乡亲加入其中，2023年两汪乡线
上销售总额达1890.99万元。

据统计，自从 2023 年 5 月村超举
办 以 来 ，全 县 农 产 品 网 络 零 售 额
8502.68 万元，增速排黔东南州全州
第一位，带动 1.4 万余名群众就业增
收，将村超的“流量”转化为社会效
益的“质量”和经济效益的“增量”。

“村超就像是一辆快速行驶的列
车，我们所有在榕江发展的电商平
台手上都捏着一张车票。要跟着这
辆列车一起高速前进，实现产销两
旺、富足山乡，才算是没有辜负手上
这张车票。”王启红说。

（新华社贵阳7月17日电）

电商带货：产销两旺 富足山乡
—— 贵州村超“踢”出就业增收新天地

○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罗羽 蒋成

图为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麻窝寨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在苗岭深处讲述古生物故事在苗岭深处讲述古生物故事 暑期来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剑河县苗岭深处的八郎古生

物化石陈列馆迎来了许多游客。

今年 55 岁的化石陈列馆负责人刘

锋是剑河县革东镇八郎苗寨村民，也

是黔东南苗岭国家地质公园革东园区

的一名专职管理员。1990 年以来，刘

锋随同贵州大学古生物研究中心团队

进行野外科考工作，帮助科研团队发

掘了大量古生物化石标本。在有关部

门的帮助下，刘锋把自家民房改建成

八郎古生物化石陈列馆，用于展陈科

研团队采集的化石标本。每当有游客

慕名而来，他都会热情地向他们科普

化石知识，被当地人称为“没有文凭的

乡土专家”。

图为前来研学的孩子在听讲古生

物化石形成的过程。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
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如何增加医疗资源，优化区域

城乡布局？
“看大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的头疼脑

热在乡村解决。这个工作要在‘十四五’期间起步。研究改革的
堵点在哪里，结合本地实际继续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了深化医改的方向、路径和任务。

为亿万人民提供可及的优质医疗服务，是一道世界性难
题。让基层群众就近看上病、看好病，是中国深化医改的一道必
答题。

“年初弟弟呼吸困难、半身麻木，家人急坏了，第一时间去北
京看病，大夫告诉我们手术风险很大。”河北省怀来县的李先生
回忆说，当时全家人的心情降到冰点。李先生的爱人提醒他县
医院已经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托管，成立怀来院区，不如在“家
门口”就近看一看。

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周景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每周来怀来

院区坐诊。在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后，他决定立即开展动脉瘤
夹闭显微镜血管内治疗。

“没想到能就近接受到尖端、及时的救治，弟弟闯过了那道
关。”李先生说。

县乡医院，是守护基层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然而，受
医疗资源禀赋不足、技术水平有限等因素制约，往往是“小病县
里检查，大病送大医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
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把这件事抓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

这是党和国家重视人民生命健康的郑重承诺。
医改，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的重大改革事项。
从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等各

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到人才、信息化建设等相关领域改革，再
到对加强医改典型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宣传推广，习近平总书记
都高度关心和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推动建设
一批“家底厚实”的公立医院，扶持发展重症、呼吸、感染、急诊、
护理、检验等一批重点专科……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2023 年 1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
以城带乡、以乡带村和县乡一体、乡村一体，大力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

2024 年 6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
步健全机制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的通
知》，作出新部署，以深化城市医院支援县级医院工作，进一步
解决城乡医疗资源不均衡的瓶颈问题。

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沉”下去，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有效“联”起来！李先生家人被成功急救的故事，正是中国加速
推进基层医改的生动缩影。

从开展医联体建设，到推进县域医共体，国家有关部门开出
一系列“药方”：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医院、实施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开展县级医院能力提升工程……

对口帮扶如何帮到“点”上？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如何助力县级医院“强”起来？百
姓健康之盼，变成民生之利，需要有关键之举。

曾经，有患者反映，在县医院孩子拔个喉咙里的鱼刺、额头缝针都被推到北京的医
院就诊，发高烧、拍胸片，病重一点的，基本都转诊去大医院。

在总人口约 37 万人的河北省怀来县，通过两年的帮扶，从昔日县医院门可罗雀、
装备不足，到如今县域内就诊率 68.28%，引进北大人民医院优质医疗资源，ICU、急诊
科等 29 个专业科室 130 余位专家入驻接诊。

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这家县级医院两年内完
成静脉溶栓 89 例，胸痛患者救治 419 例，冠状动脉介入相关手术 48 例。

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现代化 ICU 病房；成功开展关节镜微创手术、结肠癌 CME 等新
项目、新技术 76 项；每月三、四级手术超过 100 台；对 17 所乡镇卫生院和 275 个村卫生
室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基层医疗人员 1100 余人次……

这家距离北京市中心 100 多公里的“小”医院，在帮扶下发生了“蜕变”。惊喜的变
化背后，是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医院的实践创新，是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深度融合，也
是提升人民健康“获得感”的有效探索。

“医改每前进一步，就能多惠及一批患者，挽救一些生命。”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表示，怀着“人民医院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大医院就要有大担
当。要将“输血”与“造血”融合，形成系统性的帮扶体系，让技术传递与文化交融并
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真心”帮扶，怀来院区“真心”配合，怀来县委、县政府“真心”
支持，破解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时代课题就更有底气与信心。

改革是接力赛。从江苏镇江世业镇卫生院的巨变，到三明医改的深入，“提质”与
“均衡”成为关键词。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信息显示，我国已在81 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
点，在全国县级层面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支持建设市县级临床重点专科
11000个。全国多地在实践中拓展、丰富三明医改的内涵，因地制宜推广医改新经验。

县域医共体医改下一步将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攻坚力度。
“用真情、真帮扶、练真本领，让百姓在‘家门口’看好病就会落到实处。”王俊表

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怀来院区目前采用托管合作模式，以县域医共体牵头机构为纽
带，将三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与县域内的县级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组成“一家人”。

河北省怀来县委书记贾兵表示，面对群众健康的新需求，要想方设法当好健康“守
门人”，让家门口的医院成为基层百姓的首诊之选。“真帮实扶”，令县域整体医疗服务
水平跃升，筑牢基层医疗能力，惠及更多百姓。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对我国县域医疗卫生体系的系统重塑。按照指导意见，
到 2025 年底，力争 90%以上的县市基本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到 2027 年底，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全覆盖。

一项项务实之举、创新之策，正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好病成为实实在在的民生
福祉。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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