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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月 8日电（记者

田晓航）“十四五”时期，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将联合有关部委持续加大基

层中医药支持力度，将基层中医药

服 务 能 力 建 设 作 为 重 点 项 目 纳 入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

这是记者在国家中医药局日前

举行的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十四五”行动计划推进视频会上

了解到的信息。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中医药振

兴发展的关键时期。2022 年 3 月，国

家 中 医 药 局 等 10 个 部 门 联 合 印 发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

四五”行动计划》，提出完善基层中

医药服务网络、推进基层中医药人

才建设等 7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以及

到 2025 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

卫生院中医馆实现全覆盖等 5 个“全

覆盖”的具体目标。

国家中医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十四五”时期要在扩大基层中医药

服务覆盖面的基础上补短板、强弱

项、固根基，鼓励大胆探索实践，发挥

示范引领和项目带动作用，着力健全

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最大限度满足

群众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需求。

记者在视频会上了解到，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有 3.63 万多个中医

馆；99%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8%的

乡镇卫生院、90.6%的社区卫生服务

站和 74.5%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

服务能力；超过八成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 6 类以

上中医药技术方法；村卫生室中医

诊疗量占比达到 42.3%。

盛夏七月，大兴安岭南麓碧绿如染。在科尔沁右

翼前旗，10 万多亩沙果树迎着阳光雨露，结出拇指大小

的青果。虽没到果子成熟季，却早有客商盯上了它们。

果汁、果干、果脯、果酱、果馅月饼……近年来，内

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想方设法摆脱产业

基础薄弱的困境，一心一意从绿色发展中探路掘金，打

造出多品类、全链条的林果产业，让小小沙果通过“72

变”，“变”出绿富同兴的新路径和乡村振兴的新景象。

科右前旗山高沟深，立地条件差，资源禀赋不足，

这里的老百姓多年来只能依靠种苞米为生，收入不

高。近些年当地旗委、政府困中求变、难中寻机，结合

生态建设打造出林果产业，破题乡村产业振兴。

在位于俄体镇的恒佳果业有限公司，5 台沙果去核

切分机轰隆作响。在这里，每年有 2100 吨的沙果，经过

分拣、清洗、切片、蒸煮、烘干等 9 道流程，变成 700 吨色

泽金黄、口味酸甜的果干和果脯。公司生产厂厂长李

林介绍，通过供果、摘果、生产务工等方式，公司带动周

边超过 900户农户增收。

说起旗里打造的林果产业，俄体镇白音村村民白

振福心里热乎乎的。“我栽了 60 多亩沙果树，每年收入

能达到 15 万元。”他满意地说，这要归功于家门口的恒

佳果业有限公司，按照他和公司的约定，公司收购沙果

每斤价格比市场高出 0.1元。

科右前旗旗长王立东介绍，像白音村一样，科右前

旗目前有 156 个村栽植果树，占到全旗村总数的 68%，

果树经济林栽植面积达 23 万亩，其中最主要的品种就

是沙果树，年产水果 6.25 万吨。“这些年，旗里努力做大

做强林果产业，通过引入龙头企业，不断丰富林果产品

加工。目前旗里大规模生产果干、果脯、果酱等产品，

中秋节期间还生产沙果月饼，春节期间生产沙果饮料，

不断拓宽市场。”他说，“小沙果‘72 变’每年给果农带来

1.1亿元以上的收入，全旗有 5000多户农户借此增收。”

“以前家门口的大山光秃秃的，大风一来吹一脸沙

土，可埋汰了；现在漫山遍野的沙果树绿油油的，不仅

沙尘不见了踪影，而且小沙果成了乡亲们增收的‘金蛋

蛋’。”大石寨镇三星村村民孙显富说。

为壮大林果产业，让更多农户受益，旗委、政府围

绕延链、补链、强链做文章。王立东举例，科右前旗建

有 24 个保鲜库，共计 9818 平方米，聚焦林果品质价值

提升，可存储 7500 吨果品。谈起保鲜库，俄体镇齐心村

村民李桂良说：“保鲜库让我家的沙果实现了反季节销

售，小果子身价一下子涨了近 3倍。”

产业链逐渐完善，业态也更加丰富，让科右前旗广

大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靠天吃饭”，而是走上了“农

业+旅游”增收致富的道路。王立东说，“赏花节”“采摘

节”贯穿沙果生长季，“全粉宴”“全鱼宴”等美食又成游

客们赏果、摘果时的“旅游伴侣”。同时，直播带货也成

了科右前旗一些村民们的“必修课”，一机在手就将山

村农产品隔屏促销，每斤果子收入提高 30%左右。

科右前旗旗委书记孙书涛介绍，科右前旗林果产

业今年将有大动作，多条新生产线即将启动。届时果

丹皮、果醋、果酒等产品将实现规模化生产，更多的农

户将通过栽种果树、务工等方式进一步增收。

“我们有信心将‘小林果’进一步做成‘大产业’，为

山林荒坡增绿，为百姓致富加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孙书涛坚定地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7月 8日电（樊曦 徐

皓冰）2022 年暑运开启一周，各地陆

续 迎 来 学 生 流 、探 亲 流 、旅 游 流 叠

加。为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铁

路 等 部 门 强 化 出 行 服 务 和 安 全 保

障，努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的最新统计显示，自 7 月 1 日暑运

开启以来，暑运首周（1 至 7 日）全国

铁路共发送旅客 5076 万人次，日均

725 万人次。8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 780万人次。

为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实施满图运

行，并根据客流变化情况，适时加开

高峰线旅客列车 80 对，为旅客出行

提供充足运力保障。为进一步提升

旅客出行服务品质，暑运期间，中国

铁 路 南 昌 局 集 团 公 司 改 进 卧 具 备

品、环境卫生、饮水供应、餐饮服务

等基本服务措施，在车站、列车上常

备风油精、人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

药品供有需要的旅客使用。

安 全 出 行 ，电 力 保 障 是 关 键 。

暑运以来，国网山东鱼台县供电公

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当地客运站、

充电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场所，了解

暑运期间用电负荷情况，逐一开展

用电设备安全检查。南方电网贵州

贵阳供电局工作人员对贵阳北站、

机场、客运站等单位的电力设备开

展巡检及暑运专项用电检查，确保

暑运用电安全平稳。

民航方面，暑运期间，天津航空

计划执行航线近 160 条，可通达乌鲁

木齐、西安、重庆等 80 多个国内航点

城市。针对首乘旅客，宁波机场专

门设立“阳光畅行+”首乘旅客服务

点，为首乘旅客发放畅行手环、标识

牌，详细介绍乘机流程和目的地防

疫要求，协助旅客进行防疫健康码

操作，助力首乘旅客安心出行。

让小沙果“72变”拓宽乡亲致富路
新华社记者 王靖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 者 姜琳）

“打零工”对促进大龄和困难人员就

业 增 收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7 日 ，人 社

部、民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强

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

意见》，要求建立零工求职招聘信息

服务制度，将零工信息纳入公共就

业信息服务范围。

据人社部就业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各地大力探索推进零工市场建设，

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更好地促进零工

人员实现就业，专门下发这一意见。

意见提出，强化零工市场信息

服务，广泛收集零工需求信息，多渠

道、多形式发布。强化零工快速对

接服务，建立零工“即时快招”服务

模式，优化零工快速对接流程手续，

设立零工信息快速发布通道，组织

流动招工大篷车、定向招聘等活动，

促进供需匹配对接。

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引导

零工人员参加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

训和新职业技能培训。

完善零工市场秩序维护，公开

零工市场服务制度、服务热线和投

诉举报方式，严厉打击黑中介、发布

虚假招聘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

完善信息化应用支撑，动态收

集更新零工人员和用工主体信息，

提供“一网通办”服务。扩大零工服

务多元化供给，鼓励多方参与零工

市场建设和运营管理。

（紧接第一版）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

绩的科学理念，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使文物

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要推动文

物保护研究利用，始终把保护文物、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文

物工作服务大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文

物中蕴含的民族团结精神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结合起来，引导各族群众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让 文 物 在 聚 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的生动实践

中展现历史文化价值。要持续发挥博物

馆独特优势，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使其

成为展示中华民族文化、民族团结、新旧

西藏对比和宣传西藏的好平台，引导各族

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

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进一步增进对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思想基础。要

创新传播服务方式，推动文物展览和活动

进学校、进社区、进农牧区、进寺庙，让大

家通过今昔对比更加真切地感受西藏的

沧桑巨变，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的磅礴力量。

顾玉才在致辞中指出，西藏自治区党

委、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

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

的理念，推动文物工作取得丰硕成果。西

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提升研究展示

水平，探索民族地区博物馆特色化发展路

径，争当全国博物馆行业排头兵。要明确

发展定位，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提升民族凝

聚力。要完善体系布局，努力实现数量和

质量“双提升”。要丰富文化供给，让各族

群众共享博物馆发展成果。要服务发展大

局，为推动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贡献博物馆力量。

自 治 区 领 导 汪 海 洲 、达 娃 次 仁 、丁 业

现、甲热·洛桑丹增、姜杰，中国藏学研究中

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所和自治区有关区

（中）直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参加

活动。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索县始终致力于非遗项目的传承、推广工作，将古老的技艺

和现代的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让技艺在守正创新焕发活力，绽放时代

光彩。

在加勤乡尼玛林寺，僧人通过沙画技艺，制作了党旗、国旗、国徽，用实

际行动践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时，展现出索县深入推进新时代藏

传佛教中国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藏传佛教优良传统、弘扬藏

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

西藏沙画，又称彩砂坛城绘制，起源于吐蕃时期，作品采用七彩砂砾按

严格比例、结构、内容等堆砌而成。16 世纪中叶起，加勤乡尼玛林寺将此技

艺传承至今，如今赋予了沙画新的时代内涵。

“他们的作品，既继承了西藏传统制作工艺，又淡化了宗教色彩，生动

反映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特点。”索县文旅局副局长尼玛

顿珠表示，琼科寺和尼玛林寺作为索县重要的宗教场所，在非遗传承中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各族人民对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开发利用非遗带动群众增收

近年来，索县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新非遗产业，传承民族文

化，不断挖掘、创新、制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工艺产品、旅游产品及生活用品，

为群众致富增收拓宽门路，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近就便实现就业。

特色唐卡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发展唐卡产业不仅能够

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带动群众增收。罗布顿珠作为索县的致富带头

人，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敲开了致富之门，同时带领群众共同富裕。目前，

罗布顿珠已有 50名学生，其中有 37名是脱贫户。

在索县龙多的家中，记者看到了皮制的马背包、旅行包、靴子等。“我是

第四代皮具制作传承人，制作的产品主要在索县、巴青一带通过物交会进

行销售，去年仅皮具销售增收 3 万多元。”40 岁的龙多打算把自己家传的手

艺传授给弟弟。

龙多告诉记者：“下一步，我要结合市场需求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

的连接点，创造出更多群众喜欢的产品，另外还要把这一技艺完整传承下

去，并申请县级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重在融入现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涵

养文明乡风、凝聚民族精神。近年来，索县把优秀的非物质文化转化为优

质的产业资源，走好非遗和产业融合的发展道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

村振兴中焕发新的风采。

（记者 杨小娟 胡荣国 扎巴旺青 王莉 万靖 朱楠 王晓莉）

（紧接第一版）他指出，在西藏做好意识形

态工作，宗教是重中之重，要坚持党的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开

展好“三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众树牢

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要积极引

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树立交朋

友、办实事、抓引导“三位一体”的理念，与

宗教界人士良性互动，建立定期谈话、常态

交流的制度，倾听心声、了解困难，真心实

意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在真挚的情感基

础上，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

之有效。

部分党组成员作交流发言，甲热·洛桑

丹增列席。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盛夏时节，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镇的万亩荷塘莲花次第盛开，莲蓬也逐渐成熟，当地莲农忙着采摘莲蓬。莲子种植是五夫镇的传统特色产业。近年来，五夫镇把莲花产业

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莲花经济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有力支柱。

图为 7月 8日，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镇莲农在荷塘里采摘莲蓬。

新华社发

西藏博物馆开馆仪式在拉萨举行 让非遗绽放更绚丽光彩

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着眼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将持续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

铁路等部门

积极保障暑运平安有序出行

人社部等五部门

部署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新华社北京7月 8日电（记者 齐

琪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8 日发布《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

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

源犯罪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

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切实

维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

意见要求，人民法院要充分发

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

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突出打击重

点，保持依法严惩态势。落实常态

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部署要求，持

续依法严惩“沙霸”“矿霸”及其“保

护伞”。结合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

法、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律实施，依法

严惩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大

江大河流域、黑土地保护区域以及

在禁采区、禁采期实施的盗采矿产

资源犯罪。

意见提出，正确适用法律，充分

发挥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

职能作用。充分关注和考虑实施盗

采 矿 产 资 源 行 为 对 生 态 环 境 的 影

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对具

有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但非依据生态

环境损害严重程度确定法定刑幅度

的，要酌情从重处罚。对明知他人

盗采矿产资源，而为其提供重要资

金、工具、技术、单据、证明、手续等

便利条件或者居间联络，结合全案

证据可以认定为形成通谋的，以共

同犯罪论处。

意见强调，坚持多措并举，健全

完善有效惩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

制度机制。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

政法律手段惩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

形成组合拳。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主管机关

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打击盗采矿产

资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

工作机制。加速建设全国环境资源

审判信息平台，构建上下贯通、横向

联通的全国环境资源审判“一张网”，

为实现及时、精准惩处和预防盗采矿

产资源犯罪提供科技支持。

最高法

发文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