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FENGHUA DAILY
时事 2024年5月13日 星期一

责编：郑媛媛 版式：郑依蕾 校对：胡和博 电话：88585607

病床边，他们用亲切问候和
细致呵护，抚平焦虑与痛楚；病房
外，他们把专业救护和无边大爱，
奉献给一切有需要的人……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今
天，让我们走近几位“提灯天使”，
感受平凡岗位上的“光与热”，重
温坚守带来的感动。

“患者的笑容就是最大的动力”

“老李，昨晚睡得怎么样？有
没有哪里不舒服？”

“半夜醒来一次，消化也不太
好，感觉有点顶……”

5月8日一早，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心血管中心
的病房里，西苑医院派驻专家、护
士长谭娟的柔声询问，打开了高
血压患者老李的话匣子。

每日例行查房，从一床到五
十四床，谭娟和每个患者都能聊
上好一会儿。日子久了，很多慢
病患者都和她成了朋友。

中医护理把病人看作整体，
讲究辨证施护。在谭娟看来，看
似“唠家常”的交流，不仅能安抚
患者情绪，更能了解其身心状态

和疾病进展，有助于及时调整护理
措施，“这是‘精细化护理’题中应有
之义，也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

耳尖放血、穴位按摩……除了
懂西医护理操作，中医护士还要根
据患者需要，学习掌握多种中医护
理技术。谭娟利用碎片时间组织培
训，教护士反复练习。

为了给患者更好的护理体验，
谭娟及西苑医院护理传承团队常年
专注于血瘀证护理研究，不断探索
创新——

她将常用于脾胃病护理的中药
膏摩技术用于心血管病，产生了出
乎意料的良好效果；她和同事们设
计一款头套式面罩，患者进行心肺
运动试验，脸不会被勒疼……

“护理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
地。”谭娟说，“患者的笑容就是最大
的动力。”

“仁爱善良是护士最重要的素质”

去年夏日一个清晨，北京红桥
十字路口，一位花甲老人遭遇车祸，
躺在路上，头上鲜血直流。围观人
群越聚越多，却无人敢动手施救。

“我们是护士，请让我们处理！”

刚下夜班的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
科“95后”护士高越和刘冰不顾疲
惫，拨开人群快步上前。

查看意识、瞳孔情况，检查呼
吸、脉搏……初步查体后，高越和刘
冰判断，伤者生命体征平稳，可以移
动。老人被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
两位护士一边为他处理伤情，一边
拨通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

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她们
又与急救人员默契配合，直到安全
护送老人上了救护车，才放心离开。

“谢谢两位好姑娘！”一个多月
后，已经痊愈的老人在家属陪伴下
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当他们寻找的
两位“天使”出现在眼前，老人热泪
盈眶。

“仁爱善良是护士最重要的素
质。只要遇到伤患需要帮助，挺身
而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高越
目光中透着坚定。

援外医疗
“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名片’”

2023年春日的一个清晨，天刚
蒙蒙亮，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医院
外，慕名而来的眼病患者们已经排

起长队，翘首盼望。
中国“国际光明行”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医疗队来了！2010年以来，这
支眼科医疗队执行了12次援外医疗
任务，已累计为三千多名非洲、中亚
等地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与希望。

36岁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
科护士梅宁静，已三次参加“国际光
明行”援外医疗任务。

行前制作多语种文件与当地医
务人员对接；因地制宜调整术前、术
中、术后规范化流程；同当地护士团
队严控护理安全和质量……每次执
行任务，梅宁静的时间都被填得满
满当当。

手术室里，她看出一位老奶奶
非常紧张，便紧紧握住她的手：“我
不会当地语言，但我想用有力的握
手给她鼓励、给她安心与信心。”

老奶奶逐渐平静下来，紧紧回
握住梅宁静的手。手术顺利结束，
她激动地拥抱梅宁静。

梅宁静记忆中，每到一站，都会
收获这样的感谢和拥抱。“在援外医
疗的使命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
名片’。”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走近“提灯天使”：感受平凡岗位上的“光与热”
新华社北京 5月 12 日电（记

者 周圆 王聿昊）记者12日从应
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检查组日前
检查淮河流域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
看了安徽、江苏两省淮河流域灾害监
测预警、防洪排涝工程安全度汛等工
作，并同步派出专家开展暗访，详细
检查了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基
层临灾预警“叫应”等情况。

检查组指出，淮河流域气候多
变、地形特殊、水系复杂，洪涝、干旱
灾害风险均较为突出。据预测，今
年汛期全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
端天气事件偏多，淮河流域降水较
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可能出现较重

汛情，江苏、安徽两省防汛抗旱形势
严峻复杂。

检查组要求，各级防指要立足
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全力做
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全面落实
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
把责任层层压实到最前线；全面排
查重点区域和部位防洪风险隐患，
强化城市暴雨区、山洪灾害易发区
的精细化气象预报；进一步强化预
警与应急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城市
外洪内涝防范、蓄滞洪区运用准备
等工作；加强干旱风险研判和抗旱
工作部署，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
防旱涝急转。

国家防总检查淮河流域防汛抗旱工作

新华社北京 5月 12 日电（记
者 周圆 王聿昊）今年 5月 12日
是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
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连日来，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突出主题、广泛
发动，组织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防灾
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各地各部门贴近实战，组织开展
一系列场景多样的演练演习。国家
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
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浙江金华等
地，联合举办“应急使命·2024”超强
台风防范和特大洪涝灾害联合救援
演习。上海模拟强对流天气同时发
生地震灾害，开展“沪应-2024”综合
应急演练。河南围绕群众紧急转移
避险、集中安置和生活救助举办自然
灾害救灾救助应急演练等，一系列演
练演习有力检验了队伍，磨合了机
制，促进了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提升。

宣教内容方面，各地各部门线
上线下相结合，全方位、立体式开展
一系列防灾减灾科普宣教活动。工
业和信息化部协调通信运营商，面
向全国手机用户发送全国防灾减灾
日主题公益短信。自然资源部公布
2023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
十大典型案例。北京围绕海河“23·
7”流域性特大洪水应对复盘，在学
校和公园开展体验展示活动等。

此外，各地各部门注重创新，多
措并举开展主题活动，如第八届全
国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
宁波举行，来自各地的科技、安全类
场馆解说员、学校老师、大学生等众
多选手参与；安徽举办全国防灾减
灾日主题短视频大赛；中国公共关
系协会、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应
急管理学会联合举办“防灾减灾：从
基层做起”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有效
调动了各方参与积极性。

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
防灾减灾科普宣教活动

新华社北京 5月 12 日电（记
者 高蕾）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
日来临之际，中国残联和故宫博物
院 5月 12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
共同尝试打造无障碍融合空间，优
化故宫博物院无障碍环境建设，提
升残疾人使用体验。

根据协议，故宫将为持证残疾人
参观提供便利，开通、优化残疾人无障
碍通道，设计残疾人参观路线，不定期
开展无障碍服务培训，为残疾人提供
主题参观服务。双方还将把故宫出版
的优秀书籍编译出版为盲文图书，为
残疾人提供良好的阅读体验。

此外，根据协议，中国残联和故
宫博物院将以故宫淘宝为媒介，为残
疾人搭建非遗作品、文创产品、“美丽
工坊”手工制品的交流、展示、线上线
下销售及助残文创交流平台。每年
全国助残日（5月第3个星期日）、国
际残疾人日（12月3日），还将邀请残
疾人代表开展参观体验活动。

签约仪式后，“奋进新时代 美
丽追梦人”残疾女性文创作品展在
故宫博物院举办。来自全国 28个

“美丽工坊”残疾女性创作的100余
件（套）刺绣、编织、陶艺等精美作品
展出。

故宫博物院将优化无障碍环境建设

量子光源芯片、新一代人造
太阳创新突破，六大优势产业焕

“新”提“质”，经济“含绿量”显著
提升……

作为西部经济大省，四川坚
持创新是核心、产业是基础、绿色
是本底，以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
力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再上
新台阶。

科技创新“开花结果”

量子光源芯片是未来量子互
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电
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量子实验室成
功研制氮化镓量子光源芯片，使
输出波长范围从25.6纳米增加到
100纳米。“关键指标的攀升，使
我们离量子互联网越来越近。”电
子科技大学教授周强说。

从基础科学到前沿应用技
术，四川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提供持续后劲。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锦屏山隧
道地下2400米深处，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项目——锦屏大设施
投入运行；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稻
城县，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精确
测量迄今最亮伽马射线暴；在成
都，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
号”面向全球开放，国家川藏铁路
技术创新中心高效运转……

作为科教大省，四川拥有国家
实验室，有普通高校137所、科研
院所369家，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205个、国家大科学装置10个。
紧扣资源禀赋，四川在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

前不久，四川省人工智能学
院揭牌成立，学院由电子科技大
学牵头，整合省内高校、科研院
所、知名企业资源，推动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加速向前。

中国科技城绵阳市抓住科技

创新这个“牛鼻子”，北斗三号导航
民用芯片取得重大突破，X 射线
FLASH放疗射线源研究全球领先，
宽频带同轴探针打破国外垄断……
今年一季度，绵阳市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8.3%。

在内江市，川渝新一代电子信
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正在运
行。平台包括芯片研发测试实验
室、电磁屏蔽室等，供企业共享使
用。“标准化的公共中试平台提供了
研制实现、技术攻关、测试验证等方
面支持，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产
品。”四川乐鸿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
负责人苏洪恩说。

“按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求，我们结合四川实际不断强化
系列政策引导作用，激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以新质生
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推进高质量发
展。”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杨品华
说，截至 2023年末，全省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 1.69万家，备案科技
型中小企业2.1万家。

优势产业焕“新”提“质”

京 东 方 国 内 首 条 第 8.6 代
AMOLED生产线近期在成都动工
建设。项目总投资 630亿元，是四
川制造业单体投资额最大项目，主
要生产高端触控显示屏。此前，京
东方已在成都、绵阳等地投建了第
6代AMOLED生产线，带动超过100
家产业链配套企业落户四川。

“第 8.6代 AMOLED生产线项
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技术引领和
产业集聚优势，促进半导体显示产
业升级。”京东方科技集团董事长陈
炎顺说。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助力四川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创中心。当前，四川电子信息产
业规模超1.6万亿元，高标准建设了

成都“芯火”双创基地、国家超高清视
频创新中心等一系列国家级平台。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敬茂明说，四川把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食品轻纺、能源化工、先进材料、
医药健康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行
动作为主抓手，培育和形成新质生
产力。

装备制造业是四川经济发展的
“老底子”。老工业城市自贡市把无
人机及通用航空作为创新突破的主
导产业，聚力发展以低空经济为代
表的新质生产力，目前已聚集相关
院所、企业 56家，成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大中型无人机生产基地。

位于德阳市的东方汽轮机有限
公司诞生于“三线建设”时期，新质
生产力正赋予其新动能。在叶片加
工数字化车间，“黑灯产线”正在运
行。地面上，机器人往来穿梭，精准
运送物料。生产线上，机械臂有序
挥舞，对叶片自动化加工。与传统
产线相比，“黑灯产线”出错率低，产
品质量更好，能源利用率提升47%。

四川省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专职
副主任陈文涛说，四川深入实施制
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行动，
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全行业
全链条普及应用。2023年，全省工
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
研 发 设 计 工 具 普 及 率 分 别 达
59.4%、81.7%。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曾俊林
说，今年一季度，四川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行业发展向
好，工业领域六大优势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7.4%，高技术制造业、高
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14.6%和25.4%。

绿色发展体现“质优”

动力电池和晶硅光伏两大产
业，被称为能源转型的“绿色心脏”，

其发展对于四川能源结构优化、发
展能效提升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绵阳市，四川成科国重新能
源有限公司研发的锂硫电池，正在

“超级电池”赛道比拼。公司总经理
雷天宇介绍，在相同体积下，锂硫电
池蓄电能力比普通锂电池高，而重
量比普通锂电池轻，很受无人机企
业青睐。

在宜宾市，宜宾英发德耀科技
有限公司每天能生产900万片太阳
能电池片。“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
加上绿电优势，我们的产品在国内
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该公司董事
长张敏介绍，2023年公司实现产值
130亿元。

川西高原的雅砻江奔流不息，
沿江的水光互补项目、抽水蓄能电
站，仿若巨大的“充电宝”，平抑着
风、光等绿电的波动。同时，四川推
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及推广应用，
统筹推进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
能互补发展。四川联合重庆打造

“成渝氢走廊”，以成都、重庆为枢
纽，串联节点城市，形成一条氢能创
新、示范应用的走廊。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装备制
造集团之一，我们将氢能作为发展
绿色低碳产业的重点。”东方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军说，当前发
展氢能产业已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
件，核心技术取得突破，示范应用初
具规模，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

绿色转型加快推进。今年一季
度，四川新能源、清洁能源生产加
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风力、太
阳能发电量增长迅猛，同比分别增
长 38.3%、94.3%；能源清洁高效利
用成效显著，电气清洁能源消费增
速大幅高于煤炭，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能耗仅增长0.1%，以较低的能源
消费量支撑了经济较快增长。

新华社成都5月12日电

创新塑“核” 产业筑“基” 绿色为“本”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四川实践

5月11日，万吨级江海直达船“创新5”轮抵达
重庆江津珞璜港（无人机照片）。

5月12日，舟山至重庆江海直达航线首航测试
到港接航仪式在重庆市江津区珞璜港举行。万吨
级江海直达船“创新5”轮4月24日自浙江舟山港启
程，5月11日下午抵达重庆江津珞璜港，这也是万
吨级江海直达船首次抵达长江上游地区。“舟山—
重庆”江海直达航线是长江上游首条江海直达航
线。

新华社发

长江上游首条
江海直达航线首航测试完成

新华社北京 5月 12 日电（记
者 黄垚）今年 5月 12日是第十六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前，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频发，给人民生产生活
造成影响。我们应如何更好应对气
象灾害风险？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自然灾害频
发，气象灾害尤其严重。我国极端干
旱、低温和暴雨灾害接连发生——西
南地区遭受冬春连旱，2月份低温雨
雪冰冻事件持续时间长、雨雪范围
广、降水相态复杂、冻雨范围大，4月
以来多次暴雨过程侵袭南方……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确有常
态化的趋势。”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
清尘说，全球气候变暖增加了极端
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气象灾害呈
现出长期性、突发性、巨灾性和复杂
性的新特征。

我国所处的位置和环境决定了
气象灾害具有频发性、分布广、灾种
多、灾损大等特征，特别是季风气候
和大陆大洋的地理本底决定了我国
是气象灾害严重的国家。

当下，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
灾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新的灾
害风险形势对防灾减灾救灾提出了
更高要求。

在巢清尘看来，关键是要建立
以灾前预警为基础的气象灾害风险
管理业务体系。首先要摸清自然灾
害风险底数，识别自然灾害风险区

域，准确评价全国和各区域灾害综
合风险水平。气象防灾减灾救灾要
面向高暴露度的城市（城镇）和高脆
弱性的农村，实现从灾害性天气预
警向气象灾害风险预估转变。

“2016年国家气候中心成立了
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致力于提升
气象灾害防范能力。经过多年建设
和发展，气象灾害风险管理业务逐
渐向客观化、定量化、精细化方向发
展。”巢清尘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
成气象灾害风险管理业务技术体
系，研发了包括台风、暴雨、干旱、高
温、低温等重大灾害的实时监测识
别和精细化风险评估技术，形成了
面向灾害全过程（灾前、灾中和灾
后）实时滚动的灾害风险预估业务。

面对极端灾害不断刷新极值、
灾害影响区域边界扩大、多灾种叠
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预报预测难
度不断加大等挑战，巢清尘建议从
提高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致灾
机理研究、提升气象服务精细化水
平三方面发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

“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提
升气象灾害风险预估精准度。”巢清
尘说，应加强对极端事件的跟踪分
析，进一步开展归因与致灾机理研
究；强化生产发展气象服务、民生气
象服务；加强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气
象科学素养。

极端天气频发

如何更好应对气象灾害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