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在实际诊疗过程中，像于雷这样同时患

有多种慢病的患者不少。因看病程序复杂，病

程长又迁延不愈，很多患者疲于看病。

今年3月，吉大二院开创性成立了慢性

病诊疗及管理门诊，由治疗慢病经验丰富的

博士生导师宋春莉教授任主任，配备全科医

生。这也是第一次从概念上把“慢病”这一类

概括性的疾病总称更加直观、具体地推向公

众，让慢病患者有了“我有慢病，我应该上‘慢

病门诊’就医”的直观认识。

“慢病门诊”给记者最深的感受就是，这是

一个可以为慢病患者解决问题的“全能”门诊。

慢病患者一般都以患多病种居多，以前哪

个病重了就去相应专科门诊治疗，但专科专治

只能解决单一病种，缺乏对患者多病种的整体

评估和诊治。而慢病门诊会根据每个患者的病

情特点，把所有疾病的关联性弄清楚，为患者

进行营养风险筛查、日常能力评定、疼痛综合

评定、衰弱和认知障碍、焦虑抑郁及静脉血栓

风险的评估，然后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严重

程度为患者制定科学的诊疗方案。

不仅如此，除了综合诊疗，“慢病门诊”还

把患者出院后的健康指导也都包下来了。患

者回家后，医生们还为患者提供营养、随访、

康复、健康教育指导。这种一站式、全程式、全

方位的慢病诊疗及管理服务，让慢病诊疗更

有效，患者就医更方便。

慢病患者老年人居多，他们常常无法准确

描述自己的病情，沟通效率低。而社区医生由

于经常接触，掌握着他们更全面、详实的病历，

双方更易于沟通。只是社区医院在复杂疑难慢

病诊治和高精尖技术上有瓶颈，而大医院恰好

可以弥补这一短板。如何让患者少跑路，还能

把病看好？这中间似乎一直缺少一个衔接。

为了更好地为慢病患者服务，吉大二院

慢性病诊疗及管理门诊走出医院来到社区，

和社区医院签约，开创性地以“慢性病诊疗及

管理门诊对社区医院门诊”形式，建立联合出

诊、远程会诊制度，并逐步探索多学科会诊、

双向转诊模式。一个大小手“相牵”，优势互

补、良性互动的新合作模式逐渐成形。

长春市东方广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

吉大二院首批签约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

一，5月10日，记者随“慢病门诊”医生刘娟来

到东方广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刘医生好，我们有几例复杂慢病的治疗

方案，需和宋主任远程会诊。”社区全科医生

吴冰直奔主题。

“没问题，宋主任正等着呢!”刘娟娴熟地

摆设备、连线、调试，几位患者也做好了准备。

“患者，女，67岁，有7年冠心病史，阵发

性房颤，胆囊炎、肝囊肿，既往有甲亢……需

要宋主任进一步会诊。”吴冰言简意赅地陈述

了患者崔玉香的病史。

“房颤都什么时间发作？”屏幕另一端，宋

春莉进一步询问。

“下午五六点钟时候发作，躺下来休息就

会好些。”

“血压、心率多少？”见患者回复稍迟，一旁

的吴冰及时补充：“患者一直在吃倍他乐克

47.5mg，血压110/70mmHg，心率62次/分……”

经详细问诊和评估，宋春莉给予患者调

整用药和进一步治疗的方案，患者对会诊结

果非常满意。

会诊结束，刘娟和吴冰又通过联合门诊

共同诊治了15名患者，患者满意而归。刘娟

还从最新的用药指南和心理评估等方面，帮

社区医生进行了详细的归纳总结指导。

“慢病门诊”的设立，让患者就医更方便，让

三甲医院教学科研资源更丰富，让社区医生能

力得到提高。这场“共赢”，最终受益的还是慢病

患者。

记者手记：
在蹲点采访中，记者感受最深的是，我省

首个慢性病诊疗及管理门诊的实践路径，正
在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提供
一个可操作、可借鉴的慢性病诊疗及管理模
式。这是全面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高质量推进
健康吉林建设的务实举措。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还有其他地区成功的
做法可以借鉴，比如浙江省很多医院拥有双向
转诊服务平台，通过这个信息化平台系统，基层
卫生服务中心和医院可以实现有效的上转和下
转患者、诊疗数据共享等。无论如何，我省首个

“慢病门诊”模式，减少了慢病患者诊疗的时间
成本、经济成本和精神成本——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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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樊曦）记者20日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

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

10592列，较现图增加46列；开行货物列车22182列，较现图

增加394列，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进一步

提升。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是铁路部门主动

服务国家战略，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客货运输市

场需求，对运输组织做出的一次全面系统调整。

一是扩大京津城际铁路和广深港高铁运能，助力京津冀

协同发展和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二是增开进出东北高铁列

车，更好服务东北全面振兴。三是西部铁路提质运营，为西部

大开发注入新动能。四是压缩普速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全面

调整旅游列车运行线。五是大力增开货物列车，提升铁路保

通保畅能力。

全国铁路7月1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据新华社天津6月20日电（记者周润健）“绿筠尚含粉，

圆荷始散芳”。北京时间6月21日22时58分将迎来夏至节

气，标志着蛙鸣阵阵、蝉吟声声、荷韵飘香的盛夏来临了。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袁瑾介绍，

以夏至为起点，气温持续升高，一年最热的时段即将到来。民

间有“夏至不过不热”之说。按照民间习俗，夏至这天，我国大

部分地区都要吃面，正所谓“一碗面下肚，暑气消大半”。

21日22时58分夏至：

处 处 闻 蝉 响 ，遍 地 听 蛙 鸣

新华社加德满都6月20日电 据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

20日发布的报告，气候变化影响下，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

区冰川在2011－2020年间消融速度加快了65％。

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

当天发布了这一研究报告。该中心提供的新闻稿说，研究报

告借助最新科学进展，描绘了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冻

圈、水、生物多样性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冰川等的快速变

化对人与自然的影响。

研究发现，按照目前的碳排放状况，兴都库什－喜马拉雅

地区的冰川总体积中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冻土的范

围也在减少，这将导致更多的山体滑坡等灾害。

新闻稿引述该中心副总干事伊莎贝拉·科齐耶尔的话说，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是地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亚洲有20亿人依赖这里的冰川和积雪融水，失去这个冰

冻圈的后果无法想象。

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成立于1983年，是一个国际山地

研究和知识传播机构。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加速消融

6 月 20 日，人们身着国风服饰在古猗园的荷塘边拍照。
夏至将至，上海古典园林古猗园里的荷花进入花期。除了荷
花品种展示，古猗园还推出荷花宴和夜游活动，为市民游客带
来夏日赏荷游园新体验。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据新华社巴黎6月19日电（记者张百慧）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19日在法国巴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勒福赞科

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杰出青年科学家国际奖（简称“阿勒

福赞奖”），以表彰其通过古基因组构建欧亚大陆早期人群遗

传历史的重要原创性工作，从进化角度为人类的健康与适应

问题带来新的见解。

该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21年起设立的首个旨在

推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青年科学家工作的国

际奖项，每两年颁发给5名STEM领域的青年工作者，用于表彰

和奖励科学家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所取得的有利于推动

能力建设、科学事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进而促进

STEM领域的教育、科学进步、科学普及和国际合作。

付巧妹长期从事古遗传学研究，主要围绕古DNA探索人

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科学问题。作为国际古遗传学领域的领

军科学家之一，付巧妹在本次奖项的评选中从全球2500名候

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科学家。

中国科学家付巧妹获得首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勒福赞奖”

据新华社渥太华6月19日电（记者林威）据加拿大媒体

19日报道，一艘对泰坦尼克号残骸进行探险旅游的小型潜水

器18日晚在加拿大东部海域失踪。

据报道，这艘名为“泰坦”的潜水器为美国一家私营海底

勘探公司所有，最多可载5人。潜水器失踪地点距加拿大东

部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海岸370公里。美国和加拿大的海岸

警卫队正在相关海域进行搜救。

失踪潜水器所属公司19日发表声明感谢有关方面提供

协助，表示正努力让失踪人员安全返回。

一艘探险潜水器在加拿大东部海域失踪

6月 20日，参赛队伍

在赛前集结。当日，2023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南澳）

海上龙舟赛在广东深圳大

鹏新区月亮湾海面举行，

来自大湾区的29支队伍

参加比赛。

新华社发（彭志刚 摄）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入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指明“结合”

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

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道出了“两个结

合”的运动规律和成果形态，为新时代努力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法、路径和目标。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岳麓书院。望向讲堂上高悬的“实

事求是”匾额，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

把真理本土化。”

真理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成

为中国的”的过程。当科学理论植根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愈发

根深叶茂，牢牢扎根在中国大地。

马克思主义这一肇始自西方的学说自传

入之初，便与中华文明产生了共振。

回望百年前，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

蒙尘。救亡图存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

克思主义，让那些“以前没有听说过”的道理，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而言，缘何发轫于欧洲

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东方热土展现光明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传

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

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

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

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

值观念融通的。”

这看似是思想的偶遇，实际上却是文化

的融通、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不

断生根发芽、实现理论飞跃。

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后首次地

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杨家岭中共

七大会址，瞻仰革命旧址，感悟历史的启迪。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

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为我们党不

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

正确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大论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

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始

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这个

“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坚定地信仰马克思

主义，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

服力的真理力量。

法兰克福、伦敦、纽约等各大国际书展

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深受读者青睐，成为

当之无愧的精品图书。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这本书为了解

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打

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

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

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民本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吸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多元一体”的民族史观，

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闪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天下一家”的智慧，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特质的融会贯通，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

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使之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这是对中华文脉的传承发展——

2019年8月，初秋的河西走廊，祁连雪山

和沙漠绿洲相映成辉。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第一站来到敦煌

莫高窟，察看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了解历史

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强调“要加强对国粹

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

从重视敦煌文化、良渚遗址保护到推动

中国国家版本馆等文化殿堂相继落成，从关

注传统街区、古建筑保护到推动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以护文明之火种、传永

续之文脉的崇高使命感，身体力行推动中华

文化保护传承。

从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到强调“在

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

风范”，再到要求“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传承保护

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文

脉传承历久弥新。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历史文物、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中国文字活了起来，中华文化

日益彰显出穿越时空的深邃智慧和永恒价值。

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拓创新——

时间回到十年多前，彼时的中国，虽已高

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不断积聚，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

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问题之多、领域之

广、矛盾之深，前所未有，靠几项改革举措零

敲碎打已行不通。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

方面的单项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把古老的智

慧诠释出新的时代内涵。

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

标，波澜壮阔的全面深改背后，正是“谋全局

者”的胸怀与眼界。

进入新时代，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与智慧，

为治国理政提供丰富滋养：

汲取“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政治传统，

全党上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车马炮各展

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秉持“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的清

醒，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筑牢

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立足“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的战略视野，

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国防实力

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

新故相因，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焕发勃勃生机。

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不竭精神动

力——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

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

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源泉所在、根脉所系。

立文化之根，铸精神之魂，吸吮着5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滋养，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愈发充盈。

阔步新时代，亿万中华儿女赓续深入骨

髓的精神血脉，汇聚起深厚蓬勃的中国力量，

以无比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昂首奋进。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中国式现代化

的丰富内涵。

回望来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一步

开拓，都闪耀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时代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文

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

大实践中，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践中，传

递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人文思想；

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中，

可见“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治理理念；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统筹

谋划中，展现出“独阴不成，独阳不生”的辩证

思维；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扎实行动中，

体现“万物并育”“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

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抉择中，读

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社会理想。

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肥沃

土壤，为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描绘出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广阔图景。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发出时代强音。

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

方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

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3月15日晚，以“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

为主题，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

北京举行，全球150多个国家500多个政党和政

治组织的领导人齐聚“云端”，共同参会。

高朋满座，源自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吸

引力，也源自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新的人类

文明形态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

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

文明百花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

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独特的世界

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展

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今天，带着坚定的历史主动和广阔的全

球视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

描绘出文明新篇章，万千气象展现在新时代

的宏阔舞台上。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文明立世，文化兴邦。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要

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

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造 就 新 的 文 化 生 命 体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三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孙少龙 张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