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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
收获了不少温暖的回忆。”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的呼吸科病房里，医生王君兰如同平
常一样忙前忙后，作为一个不久前才结束
外地医疗援助的医生，说起自己援助期间
的温暖记忆，王君兰眼里感动的泪水有些
包不住。

为了真切关爱医务人员，同时消除医务人
员的后顾之忧，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用了各式
各样的举措，让医务人员真正地感受到自己被
看到、被尊重、被牵挂。

特殊的生日“派对”
传递关心关爱

外出援助并不轻松，每天“脚不着地”的
忙碌让王君兰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生日。“那
天，我晚上刚忙完，支援组的同事就催着我赶

紧回房间，一到房间，我就看见门口堆满了自
热火锅之类的礼物，还有一叠厚厚的写满了
祝福的贺卡。”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贺卡上满满的祝福
都是身边的医疗组成员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
写下的，而那些自热火锅是队员们给她的生
日礼物。

而远在成都的同事则通过网络发来了的
线上祝福。市三医院的医生们特意为王君兰
录制的生日祝福视频，在生日当天准时发到王
君兰的手机上。“我们在成都很想你。”视频中
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轮番上场说着祝福语，工作
群中“生日快乐”的消息也早已刷满屏，医院的
同事还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给王君兰开了一
场生日“K歌”派对。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动，在忙碌的工作
中还有那么多人记得我的生日，有那么多人在
关心我，我真的非常开心。”王君兰说道。

悉心关怀医护家属
提供温暖后盾

温暖的回忆不止这一件，外
出支援期间医院对自己父亲的照
顾也让王君兰非常感动。

王君兰刚到外地进行医疗援
助没多久，家里传来了父亲生病
的消息。“当时心里还是很慌的，我人在外地，
短时间内赶不回成都，医院在第一时间给予了
家里帮助和关怀。”王君兰说道，三医院立即对
接了父亲所在的医院，不仅第一时间领导同事
都去探望，医院的呼吸科专家还与父亲的主治
医生进行了对接，共同商议诊疗方案，每天询
问和关注病情。“当知道医院专家在帮忙对接
时，真的很感动。有这么多人在关注父亲的情
况，我也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为了及时了解医务人员的需求，及时给予医
务人员暖心的关怀，市三医院建立了三级“关怀
机制”。院领导、党(总)支部、科室负责人联系支援
医疗队队员的“1+1+1”三级联系，做到每名队员
及家属均有专人对接跟进，做到每日定时沟通协
调，随时了解医护人员和家属的情况，帮助解决
生活、工作中的困难，为前线人员消除后顾之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曹宇阳 实习记
者 胡瑰玮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12 日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近日，国家
档案局发文公布了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的评选结果，共有55件（组）档案文献入选。

55 件（组）档案文献中，有乾隆《京城全图》、
盛京内务府稿档等明清档案文献；有招商局历史
档案、近代海河流域治理档案等民国档案文献；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哈尔滨市临时参议
会档案等革命历史档案文献；还有海陆丰正字戏
传承手抄提纲本、成都老茶馆档案文献等地方档
案文献……这些珍贵档案文献以名录的形式向社
会公布，对于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传承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 据新华社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12日说，2021年中国
进出口总额连续跨过5万亿、6万亿美元两个台阶，
预计2022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再创新高。

束珏婷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
说，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外需增长持续放
缓，是外贸稳增长面临的最大压力，部分行业需求
疲弱、订单不足。近段时期以来，很多地方积极组
织外贸企业“走出去”，将海外客商“请进来”，一系
列贸易促进措施落地，岁末年初的外贸圈更加积
极活跃。据商务部跟踪监测，出口大省接单情况
有所好转。 据新华社

记者昨天了解到，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研发的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蛋白疫苗（Sf9细胞）威克欣已经
获批准入，计划今日率先在成都开展接种。

去年 12 月 14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
《关于印发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实施方案的通知》推出 9 种疫苗组合，其中包括 3
剂灭活疫苗加 1 剂成都威斯克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sf9细胞）。

2022年12月5日，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蛋白疫苗（Sf9
细胞）威克欣纳入紧急使用。这是中国首个获批紧
急使用的昆虫细胞技术平台生产的重组蛋白新型冠
状病毒蛋白疫苗，也是我国医院牵头研发的首个获
批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

据了解，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威克欣能够明显诱
导针对新冠病毒原型株及变异株的中和抗体，并且
在现有疫苗免疫的基础上序贯加强免疫能获得更强
的免疫反应。在制备技术上，威克欣使用国际上先
进的生产技术，将新冠病毒的基因引入昆虫细胞，制
备新冠病毒S蛋白，诱导人体产生抗体阻断病毒感
染，已实现大规模生产。利用昆虫细胞生产重组新
冠蛋白疫苗，不仅蛋白表达质量好，而且安全性很
高。目前该技术路线在国际上已应用于疫苗生产，
已有流感疫苗与宫颈癌疫苗的重组蛋白疫苗等产品
上市。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川建（集团）公
司原设备能源动力处副处长张景维同志，于
2023年1月7日在成都逝世，享年94岁。

张景维同志系辽宁北票人，1929年3月出
生，1947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7年5月离休。

三级“关怀机制”
让医护一线的她倍感温暖

华西医院研发的重组新冠蛋白疫苗

今日起在成都接种

国家林草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
境部近日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
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5
个国家公园），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
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根据方案布局，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完
成国家公园空间布局建设任务，基本建成全世
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为什么说我国的国
家公园体系将是全世界最大？国家林草局副
局长李春良表示，可以从四方面理解。

中国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国之重
器”。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紧密衔接以“三
区四带”为核心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重大工程，涵盖了国土生态安全屏障最关键的
区域。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将系统、整体保护

“地球第三极”；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多个国
家公园候选区，将对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中国国家公园保护规模最大。49个国家
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其中陆

域面积约99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11万平
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0.3%。全部建成
后，中国国家公园保护面积的总规模将是世界
最大的。

中国国家公园保护生态类型和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方案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
等自然生态系统，共涉及现有自然保护地700
多个，10项世界自然遗产、2项世界文化和自
然双遗产、19 处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分
布着 5000 多种野生脊椎动物和 2.9 万多种高

等植物，保护了
80% 以 上 的 国
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物种
及其栖息地；同

时也保护了众多大尺度的生态廊道，以及国际
候鸟迁飞、鲸豚类洄游、兽类跨境迁徙的关键
区域。

中国国家公园惠及面最广。49个国家公
园候选区直接涉及28个省份，全社会将共同
参与国家公园建设，56 个民族共绘国家公园
这一美丽画卷。

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
猫等第一批国家公园，标志着国家公园体制这
一重大制度创新落地生根。

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切实行动，此次国
家林草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方案》进一步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

根据方案，将通过特许经营、志愿服务、生
态管护公益岗位等形式吸纳原住居民、社会公
众，直接加入到国家公园的保护建设管理中，
共享国家公园带来的生态福祉。

据新华社

预计2022年
中国进出口规模再创新高

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出炉

成都老茶馆档案文献入选

张景维同志逝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乙类乙管”后，重点人群、重
点机构、重点场所仍然是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民政

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一级巡视员李健表
示，城乡社区工作者要依托微信等渠道，与重点人
群及其家人保持联络，对没有建立网上联系的老年
人等重点人群，采用“敲门行动”等方式，与基层医
疗卫生人员共同上门，了解掌握这部分人群的身体
情况和服务需求，为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服务打好
基础。

“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主要集中在就医、用药以及
疫苗接种这三个方面。”李健说，城乡社区工作者要
加强与家庭医生、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辖区药店、疫
苗接种单位的对接，配合做好在线问诊、就医送药、
联系转诊、引导疫苗接种等工作。同时还要注意组
织邻里互助，设立“共享药箱”，尽可能保障居民的用
药需求。 据新华社

城乡社区工作者
如何做好重点人群服务保障

医护人员精心照料王君兰父亲

生命重于泰山，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新冠疫情发生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因时因势优化
调整防控措施，有效应对了全球五波疫情冲
击，有效处置了国内100多起聚集性疫情，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有效守护，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病毒频繁变异，形势不断演变，防控策略
不断调整，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是中国
抗疫斗争最鲜明的底色、最真实的写照。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

2023 年 1 月 11 日，武汉同济医院重症病
房。

为全力保障新冠患者就医需求，医院重症
病床数由原先的 546 张，扩增近一倍至逾千
张。为患者检查生命体征，调整呼吸机参数，
翻身、排痰、调整补液速度……医护人员紧张
忙碌着。

“疫情三年，有太多变化，也有始终不变。”
回忆起2020年那场异常艰难的“遭遇战”，武
汉同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冉晓说，相比于
三年前，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性减弱，我们也
拥有了对病毒更深入的了解、更多抗病毒药物
的选择、更丰富的新冠救治经验。而始终不变
的，是不放弃每一个生命的理念，是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

彼时的武汉，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全力保障人民生命
权、健康权。把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作为
首要任务，最精锐的医疗资源向最需要的地方
集中，重症救治“一人一策”，从出生仅30多个
小时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不放弃每一个
患者。

“我曾目睹 4 万名医护人员志愿前往武
汉，4.4万名建筑工人在3天内到达武汉，在10
天内建成两个庞大医院……世界应该看到中
国的努力，应该看到中国如何以不同于其他国

家的方式对人民负责。”来自英国的纪录片导
演柯文思说，自己这三年来就住在中国，“一直
是中国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受益者”。

从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
果，到成功控制住由德尔塔变异株引发的疫
情，再到迎战奥密克戎变异株；从提出“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到实现“应检尽
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我们
避免了致病力相对较强的原始株、德尔塔变异
株等大范围流行传播，极大减少了重症和死
亡，也为疫苗、药物的研发应用以及医疗等资
源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护佑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方案”，是始终不变的“中国理念”。

当前，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工作重
心从防控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不仅有助
于把防控资源更加集中到保护患有基础病的
老人、孕产妇和儿童等重点人群，也有助于为
经济活力加速释放创造条件，更好地保障正常
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卫生需求。

“中国有效应对了多波次全球性疫情的冲
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
正如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外委会第一副主席索
斯亚拉的评价，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近期出台一系列优化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安
全，为民众生活提供便利，是及时且正确的。

以精准之措平衡非常之需：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

控效果

面对世纪疫情，防控救治、保障群众正常
生活、确保经济社会必要运行，三者辩证统一、
缺一不可。

湖南长沙建湘新村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
区，60%以上是老年住户。疫情之下，许多高
龄、独居老人出行不便。

“不出门没法买菜买药，出门又担心
‘阳’”。2022 年 12 月 26 日，77 岁的社区居民
李奶奶收到社区干部、党员志愿者等组建的

“老者帮帮团”送来的肉蛋、蔬菜和药品，解决

了自己的大难题。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锚定民心这个最大
的政治，我们在疫情防控中兜住民生底线、保
持民生温度，努力将疫情对民生的影响降到了
最低，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在疫情“遭遇战”阶段，全国上下紧急动
员，依托强大综合国力，开展全方位的人力组
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

“水不停，电不停，暖不停，通信不停，生活物资
供应不停，社会秩序不乱”，让海外华人感叹

“不敢想象”。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把稳就业、

稳物价、保民生作为必须守好的底线，“兜”住
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活，不断提高保
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2022 年前 11 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45万人，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目标任务；在
全球通胀压力高企的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同比温和上涨 2%；粮食产量连续 8 年
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就业稳、物价稳，粮
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我们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不仅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还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迈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以科学之策求解非常之难：
调整优化防控政策维护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

“随着中国经济从三年的新冠疫情中复
苏，北京的街道再次出现拥堵，游客争相预订
出国度假，企业预计商业活动将回升。”英国

《金融时报》2022年12月29日这样报道。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仅要保障人民的

生命权健康权，也要把握住发展主动权。
1 月 8 日 0 时 17 分 许 ，中 国 南 方 航 空

CZ312多伦多至广州航班顺利降落在广州白
云国际机场，这是“乙类乙管”总体方案和民航
局入境新政实施后全国首班落地的国际航班。

航班落地后，入境人员不再实施闭环转
运、集中隔离等措施，旅客相继从到达大厅走
出，见到前来迎接的家人和朋友。

1月8日，我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乙类乙管”。从“二十条”到“新十条”，再到
“乙类乙管”，防控政策的调整优化，是科学防
控的及时、必要之举，也是更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战略、长远之举。

“我认为中国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十分
及时。”萨尔瓦多驻华大使阿尔瓦雷斯说，“针
对当下疫情防控的新形势、病毒变异株的新特
点和中国的现实情况，中方依据科学研判作出
政策调整是十分必要的。”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绝不
是放任不管，而是要继续强化管理、服务和保
障。”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抓实抓细医疗救治资源准备，着力保证群众
用药需求，做好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防护
救治，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努力保障人民
健康安全。

在加强新冠病毒感染防治、确保平稳转段
的同时，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精
心做好过渡期管理，让人员忙起来、生产热起
来、信心强起来：

邮政快递业不断强化物流末端配送能力，
加大保通保畅；文化和旅游部优化旅游景区疫
情防控措施指南，机票、火车票、酒店预订持续
走高；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地组织“出海招
商”，推动经济稳步恢复；全国最大单体“盐光
互补”光伏项目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餐
饮、电影院等线下场所陆续开放，线下商业人
气逐渐回暖……

曙光就在前头。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秉持着“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再加把劲，坚持就是胜利，团
结就是胜利。

据新华社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我国三年抗疫实践系列述评之一

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国家公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