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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呼吸道传染
病流行态势如何？得了流感怎么办？春运
在即，医疗机构有哪些针对性准备？⋯⋯针
对当前公众关切的呼吸道疾病防治热点问
题，国家卫生健康委1月12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进行回应。

一问：呼吸道疾病就诊有没
有“爆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副司长高
新强表示，监测显示，近期处于流感相对高
发期，但未超过上一年流行季的水平。全国
发热门诊、急诊患者数量呈现一定程度的上
升趋势，总体低于上一年同期水平，未出现
医疗资源明显紧张的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
医师徐保平介绍，该院门诊这个冬季没有出
现病人超常增多的现象。近两个月，内科门
诊就诊量与上一年同期相比明显减少，与
2019年的水平一致。

二问：我国呼吸道传染病
流行态势如何？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王丽萍表示，当前
和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呈现多种呼吸道传染
病交替或叠加流行态势，但均是已知病原
体，未出现新发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和就
诊压力不会高于上一年流行季。

王丽萍介绍，流感是当前引起急性呼吸
道感染患者就诊的主要疾病。目前，流感病
毒阳性率上升趋势已经减缓，随着各地中小
学陆续放假，预计本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
可能逐步下降。

三问：得了流感，什么情况
应及时就医？

王丽萍表示，流感一般 1 到 2 周可以自

愈，但如果出现持续高热，伴有剧烈咳嗽、呼
吸困难、神志改变、严重呕吐和腹泻等重症
倾向，患者应及时就诊。

此外，孕妇、儿童、老年人以及慢性基础
性疾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容
易引发重症，应尽快就医治疗。

四问：“中招”了该怎么用药？
徐保平表示，如果怀疑得了流感，可及

时到医院就诊，根据医生的处方使用药物。
早期使用抗病毒药物可有效抑制病毒的复
制和传播，缩短流感病程，预防重症和并发
症，但不建议自己使用处方药。

徐保平说，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的常见疾
病，以病毒感染为主，多数没有特效抗病毒
治疗药物，主要是对症治疗。常用药物包括
退热药、祛痰药和一些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
中成药。

徐保平特别提醒，儿童应慎用镇咳药。
同时，要特别关注用药安全，不能随意增加
药物剂量，也不能随意增加给药频次。

五问：流感相关药物供应
情况如何？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洋介
绍，工信部系统梳理了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相
关解热镇痛药物、抗生素、中药、小分子抗病
毒药物等产能产量情况，总体上供给充足、
市场稳定。其中，对磷酸奥司他韦、玛巴洛
沙韦等小分子抗病毒药物进行了重点监测
调度，并组织企业做好生产供应和动态调
配，保障群众用药需求。

据介绍，近一年来常用的呼吸道疾病国
产治疗药品没有出现过断货情况，平台供应
十分稳定。下一步，工信部将密切跟踪呼吸
道疾病发展态势，加强生产监测和供需对
接，及时响应市场需求。

六问：流感+春运，医疗机构
有哪些准备？

春节前后，受人群大规模流动等因素影
响，流感的传播风险会相对升高。

高新强介绍，目前相关重点药品生产供
应和库存总体正常，配送率也在正常范围
内。从各级医疗机构反映来看，目前购药渠
道通畅，重点药品也按计划进行了储备。

高新强表示，各级医疗机构将加强重点药
品短缺情况报告，及时核实并做好供需对接。
同时，多措并举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用药需求。

七问：孩子反复“感冒”，是
怎么回事？

有的孩子“感冒”刚好转，没多久又出现
发热等症状，会不会同时感染了多种病原体？

徐保平表示，同时感染的情况并不常见。
多种病原体同时流行，并不代表孩子会同时感
染，多数情况下以单一病原体感染为主。

不过，反复出现症状，可能是因为孩子
先后感染了不同的病原体。徐保平介绍，比
如一开始感染了鼻病毒，之后又感染了流感
病毒。这个时候，孩子抵抗力的恢复可能需
要更长时间，应更注意防护。

八问：之前没接种流感疫苗，
现在来得及吗？

当前流感流行的优势株是甲型 H1N1
亚型。国家流感中心的抗原性分析显示，与
流感疫苗株匹配度良好，疫苗接种有效；耐
药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抗病毒药物敏感，
药物治疗有效。

王丽萍表示，所有 6 月龄以上的人群，
只要没有疫苗接种禁忌，建议每年都接种流
感疫苗。对于尚未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员，现
在依然可以接种。疫苗在整个流感流行季

都具有保护作用，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减轻
发病症状、减少并发症。

九问：久咳不愈，中医药有
什么办法？

急性呼吸道感染后，有些患者久咳不
愈。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介绍，中医药
解决咳嗽的问题，首先要分清楚其是寒、是热
还是燥。寒咳的特点是咳嗽很频繁，咳的声
音很重，伴有咽痒，咳出清稀的痰或者白痰，
可用疏风散寒止咳的药物；热咳主要是咳嗽
频繁、喉咙干痛、咳黄痰，脸色、舌苔偏红，可
用清热化痰止咳药物；燥咳表现为干咳，痰很
少、很粘等，可用润肺润燥的止咳药物。

张忠德介绍，还有一种特别的咳嗽叫作风
咳，特点是阵发性呛咳，风一吹咳嗽就加重，没
有痰或者很少的痰，也有针对性治疗药物。

十问：多种病原体流行，如何
做好预防？

引起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常见病原体，
还包括人偏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公
众如何认识并预防？

王丽萍介绍，人偏肺病毒感染和呼吸道
合胞病毒感染都属于自限性疾病，感染后，
主要出现发热、咳嗽、流涕、鼻塞等呼吸道症
状，大多数症状可自行消失。对于儿童、老
年人以及免疫功能较弱的群体，可能会引起
下呼吸道感染。

王丽萍说，保持规律作息、均衡营养、适
度体育锻炼等可以增强抵抗病毒的能力。
同时，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如勤洗手，遵
守咳嗽礼仪，科学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居室
通风等。对于冬季的北方地区，推荐午间时
段开窗通风。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 李恒
董瑞丰）

当前呼吸道疾病防治十问十答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
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自信，文化
力量是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如此，一个省区又何尝不是如此！
浙江文化，源远流长，这里有着一万年的

上山文明、五千多年的良渚文明。在这块土
地上，曾经诞生了王充、王阳明、鲁迅这样的
思想文化巨人，孕育出了对后世儒学发展有
巨大影响的浙东学派；在这里，既有谢灵运、
贺知章、陆游、茅盾、郁达夫这样的大文学家，
也有王羲之、赵孟頫、黄公望、吴昌硕、黄宾
虹、潘天寿、沙孟海这样的大书画艺术家；还
有蔡元培、经亨颐、竺可桢、蒋梦麟这样的大
教育家，至于历史上的大学问家更是不可胜
数。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此深沉的
人文精神底蕴，值得我们为之自豪和骄傲。

文化的意义，不在于装点门面，而是其
作为一种精神基因影响着当下行动着的个
体，赋能其发展、涵育其气质、塑造其面貌。
浙江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基因的重要性正体
现在它如此深刻地塑造着浙江人的精神禀
赋和文化气质，以至于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伟大进程中，文化成为了浙江本土极具创
造性和发展性的核心竞争力。“浙江人的这
种‘文化基因’，一旦遇到改革开放的阳光雨
露，必然‘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
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浙江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就是浙江历史文
化的积淀在当代的升华。

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既是浙江打造中
国式现代化区域样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前
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

20多年来，浙江的文化事业和产业有了显著
的、历史性的跃升，从以下几组数据，我们就
可以深切地体会到。

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
“八八战略”中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
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
设文化大省。20多年来，浙江坚定不移沿着

“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广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人文优势，文化
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

首先是浙江的文化强省建设取得了看
得见摸得着的成果，20 多年间，浙江坚持统
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建设、统一验收，加
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到2020年，
浙江已基本实现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市有五
馆一院一厅、县有四馆一院、区有三馆、乡镇
街道有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有文化服务中
心”全覆盖目标。2022年底，浙江建成“15分
钟品质文化生活圈”8288个、公共图书馆103
家、文化馆102家、各类博物馆501家；建成图
书馆分馆3679家、文化馆分馆1854家、村（社
区）文化活动空间 8836 家、乡村博物馆 464
家、文化广场3846处⋯⋯浙江把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重心延伸到农村，全省建成农村文化
礼堂2万余个，500人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全覆
盖。杭州国家版本馆、之江文化中心等一批
独具浙江辨识度的文化项目建成使用。

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文化力量
不断喷涌，文化自信不断彰显。着眼于“增强
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实施开展的文明素
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
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
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八项工
程”，成为支撑浙江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

传统文化保护与双创硕果累累。在浙
江这块土地上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大运河、杭州西湖、良

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衢州江郎山
入选世界自然遗产，金华浦江上山遗址、宁
波余姚河姆渡遗址等得到系统性保护利用，
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为代表的一系
列国家重点文化研究工程的接续推进，形成
了具有显著浙江标识的文化金名片；“中国
蚕桑丝织技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等 11 个项目入选人类非遗，浙江国
家级非遗项目数量连续5次实现全国第一。

人文荟萃，人字当头；文化强省，队伍
先行。

如果说在“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 20 多
年时间里，浙江文化大省建设重点是文化发
展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成果
就是为高水平浙江文化强省建设奠定保障
和支撑基础，那么下一阶段高水平文化强省
建设的重点就应该是做好“人”的文章。

所谓人的文章，就是以新时代高水平文
化强省建设的使命目标为引领，引育结合，
显著提升浙江省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规模
和水平。

目前迫切需要建设的文化人才队伍，有
四支，首先是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的人文
大师和文化事业领军人才队伍。文化强省
的形象不是由楼堂馆所等硬件确立起来的，
而是由文化名人确立起来的。没有一流的
音乐家，就不可能是音乐强省；没有一流的
作家，就不可能是文学强省；没有一流的学
者就不可能是学术强省⋯⋯高水平文化强
省，必定是顶尖文化人才汇聚的高地。因
此，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补上这块短板，是
重中之重。

第二是既懂文化又善经营的企业家队
伍。文化要发展，要走入千家万户，重要的
是以产业创新和产品创造带动以文化人。
让文物活起来，“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
出来的。要真正做到“三个活起来”，除了破

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形成一支既懂文化又懂
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是关键。

第三是既会创意又懂技术的研发队
伍。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是文化产业发展的
新路子，走好这条路，关键在于数字技术与
文化内涵的有效结合。《黑神话：悟空》的巨
大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四是既懂行政运行规律又懂文化发
展规律的管理服务队伍。文化建设兼有事
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还具有意识形态属
性，这要求党政管理人员要能准确理解和把
握文化的多重特性，在优化体制机制、出台
政策、服务管理等方面做得更精准、更有效。

不同于设施建设，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建设，需要我们有新的理念和观念。文化人
才需要涵育，决不能急功近利，“养士”也好，

“千金买马骨”也好，需要的是长期主义、包容
精神和耐心资本。既要舍得下本钱筑巢引
凤，也要做得好春风化雨的功夫，让高水平文
化人才引得进来、长得起来、冒得出来、留得
下来。相对宽松的环境要比单纯的物质待遇
更能让高水平文化人才聚集扎堆，发挥作
用。在这个意义上，在必须的物质条件基本
具备之后，文化强省建设的功夫应该聚焦到
文化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建设上来。要懂得以
人文的方式去做文人的工作。懂得文化人内
心的向往和追求，了解他们情之所系、心之所
向、事之所需。氛围的营造、环境的优化、体
制机制的适配，这些是文化建设的诗外功夫，
但确是做好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最需要
的功夫。创新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是高水平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保障。总之，高水
平文化强省建设，需要打造让文化人在浙江
过得舒心、干得起劲的整体环境。

人文荟萃的浙江、文化自信的浙江，必
将以敢为人先的精神，锐意改革，敢于创新，
打造高水平文化人才聚集高地，实现新时代
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的美好愿景。

（罗卫东，浙江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打造高水平文化人才聚集高地打造高水平文化人才聚集高地
本报讯 （记者 林晓晖 通讯员 楼茹萍） 1 月 11 日，2025

年浙江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在杭州举行，会上部署新一年卫健领
域的重点工作。2025 年，浙江将深入推进高水平县级医院建
设，加快基层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提质扩面；同时，高水平建设国
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启动新一轮“医学高峰”建设，计划
布局建设50个重大疾病诊治中心。

过去一年里，浙江在“建高峰”和“强县域”方面取得不少新
成效——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连续 5 年居全国前三，全年获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6项，高层次人才数量居全国前列。在基层，
创新省编市用、市编省招代培、县乡村卫生人才一体化管理等8
项改革举措。全国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评估中，我省57家县医
院达到推荐标准，排名全国第一，县域就诊率达到91.3%。

新的一年，围绕百姓对于健康生活的新需求，浙江提出“推
动医学高峰更高，县域医疗更强”。

医学人才是县域医疗发展的关键。浙江将以县乡村卫生人
才一体化为突破口，推动实现医共体内人员统一招聘、统一培
训、统一使用、统一管理，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的同质化水
平。此外，持续推进“大学生村医专项计划”、万名基层医生进修
三年行动，制定实施“大学生村医赋能计划”。

新一轮“医学高峰”建设过程中，专科要“精”、技术要“尖”成
为两个重要方向。浙江将加大专科医院布局建设，建设一批小
而美、专而精的专科医院，推动省级龙头医院加快建设一批特色
学科专科。

同时，浙江还将聚焦一老一小，不断加强高品质卫生健康服
务供给，创建国家老年病区域医疗中心，做优老年健康服务专项
行动，积极建立实施生育补贴制度，加快普惠托育服务纳入基本
公共服务试点，稳固县域内产科服务能力。

浙江卫生健康部署今年工作重点——

医学高峰更高 县域医疗更强

本报义乌 1 月 12 日电 （记者 何贤君 共享联盟·义乌
林晓燕） 12日，义乌市稠江街道万达广场人声鼎沸。现场众多
摊位中，人气最旺的当属“磐安县盘峰乡特色年猪”摊。“第一天
开张不到两小时，带来的 8 头年猪销售一空。”磐安县盘峰乡青
年农创客“90后猪倌”黄涌超在现场忙得脚不沾地。

10 日至 12 日，百镇共建·八婺共富“义磐一家亲·山货进商
城”共富市集活动举行。共富市集现场共设置三大区块23个共
富摊位，主要展销来自磐安县14个乡镇（街道）的100余种农特
产品，展示“潮美稠江幸福优+”党建特色品牌。

义乌、磐安的8个共建镇街举行“义磐一家亲·山货进商城”
土特产订单签约，签约额达21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共富市集深受群众欢迎，活动3天现场
年货销售额达60余万元，预订磐安特色年猪52头。

活动现场，义乌市、磐安县的3个百镇共建“优秀共建项目”
受到表彰。由义乌市稠江街道携手磐安盘峰乡打造的“江峰黑
甄猪”共富计划，带动周边 300 余户农户增收；义乌市佛堂镇和
磐安县尖山镇打造的夜市小微园项目，吸引 19 个村踊跃入股；
义乌市福田街道与磐安县新渥街道的农贸市场项目，涵盖农产
品经营、冷链仓储、创业平台等类目。

磐安山货进义乌热销

本报讯 原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省版画家协会名誉主
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赵宗藻同志，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在杭
州逝世，享年93岁。

赵宗藻同志是江苏省江阴市人。1952 年 10 月参加工作，
197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浙江金华师范学校、中央美
术学院华东分院教师，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副院长，曾任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浙江省版画家协会主席等职。

赵宗藻同志逝世

本报海宁 1 月 12 日电 （记者 沈烨婷 共享联盟·海宁
邬骊旦 林佳冰） 开年抓项目，拼出新气象。12日，海宁举行全
市集中开工活动，共25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359亿元。此次开
工活动在长安镇、马桥街道、丁桥镇、海昌街道、袁花镇等5个镇

（街）同步举行。浙江得伟科技现代纺织产业项目、海宁托博特
种陶瓷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190 万个高端电子加热器建设项
目⋯⋯本次集中开工项目中有77个亿元以上项目，涵盖产业升
级、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等领域。

海宁255个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359亿元

1 月 12 日，在海宁市周王庙镇钱塘江
边，钱塘江首条高铁隧道——杭州机场高铁
钱塘江隧道“钱塘号”盾构机顺利启动，开启

“穿江之旅”。杭州机场高铁自桐乡站引出，
经桐乡市、海宁市，穿越钱塘江后向南，经杭
州市钱塘区、萧山区、绍兴市柯桥区，终至绍
兴北站。新建正线长度约 72 公里，其中桐
乡至钱塘段长约 34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
里；钱塘至绍兴段长约 38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杭州南站至萧山机场站联络线长
约 13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里。项目计划
建设工期为4年。全线设桐乡、海宁观潮、钱
塘、萧山机场、绍兴北站，其中海宁观潮、钱
塘、萧山机场为新建车站。图为“钱塘号”盾
构机在作业。
本报记者 董旭明 魏志阳 张帆 应陶 文/摄

巨龙穿江
本报杭州 1 月 12 日讯 （记者 叶怡霖）“杭州也太酷了

吧！”随着西子廊桥缓缓打开，嘹亮高亢的唢呐声直冲云霄，杭州
湖滨步行街上不少市民、游客的目光被吸引到半空中。来自浙
江艺术职业学院音乐学院的赵文浩、金裕杰出现在“空中舞台”
上，带来大热游戏《黑神话：悟空》配乐《三界四洲》。

12日晚，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知音杭州”沉浸
式新春音乐会，通过唢呐吹奏、歌剧、越剧、民乐合奏等形式，为
现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据悉，西子廊桥原本是连接湖滨步行街银泰 in77A 区与 D
区之间的一条通道，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之后兼具户外大屏和
空中舞台两种功能。

西子廊桥的外部装置 36 块可升降 LED 大屏。当大屏全部
闭合时，可播放城市宣传片和户外广告。大屏可以通过智能控
制升降高度，从外面看起来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变身空中
舞台。

大屏还可以根据演出内容定制视效，实现与舞台演员互
动。“比如说戏曲演员有甩袖的动作，大屏上就可以出现水波涟
漪，互动感强。”银泰in77相关负责人说。

由于舞台设置在户外且位于高空，为达到最佳的音响效果，
西子廊桥根据户外原有的空间结构进行多轮测试，力求20米以
内多个方向的观众都可以听到最佳音效。

“湖滨步行街是来杭州的游客必至的打卡地。西子廊桥通
过数字技术创新演出形式，不仅让市民、游客多了一种体验感，
也让以往只能在剧场买票观看的戏曲、音乐会等高雅艺术，通过
新的窗口走到大家身边。”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靖
文说。

杭州在湖滨步行街开新春音乐会

空中舞台上演视听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