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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网络世界，共创数字未

来 。 11 月 9 日 ，习 近 平 主 席 向

2022 年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乌 镇 峰

会致贺信，指出：“面对数字化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

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携手

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

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

间。”作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和

数字经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连续 9 年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不断凝聚各方智慧共识，成为中

国促进互联网普惠包容发展的生

动见证。

近年来，中国以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深化网

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在推进互

联网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上迈

出了坚实步伐。从不断拓展数字

经济合作，到持续深化网络安全

合作，从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

到促进全球普惠包容发展……细

览《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白皮书，中国深化网络空间国

际交流合作的务实举措、取得的

丰硕成果令人印象深刻。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不断彰显出造福人类、影响

世界、引领未来的强大力量。牵

头制定和发布全球首个由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

政策文件《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发布《全

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制定全球数据安全规则提供了蓝本；

携手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为最

不发达国家提供普遍和可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接入……中国

坚定不移推动互联网实现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可持续的

发展，饱含着创造世界互联网美好未来的真诚心愿，彰显了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以开放谋发展、以合作求共赢，中国致力于促进互联网

普惠包容发展，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人民。在东南亚，中国企业助力泰国打造东盟首家 5G
智慧医院，促进服务流程智能化转型；在拉美，中国与巴西、

厄瓜多尔等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创新合作，助力亚马孙雨

林生态系统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在非洲，中国与国际电

信联盟合作启动技术援助及培训项目，助力建设“数字乌干

达”……中国不仅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

者，更是坚定践行者、有力引领者。从北斗成为全球重要时

空基础设施，到“丝路电商”带动跨境物流、移动支付等全球

发展，再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全球减贫事业，互联网国

际合作的不断拓展，为全球发展开辟了新空间、注入了新

动能。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

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同时，互联网领域

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当

此之际，如何弥合鸿沟、破解难题、应对挑战？最需要各国

加强合作、携手同行。面向未来，中国郑重宣示“将一如既

往立足本国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与各

方一道携手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国际社

会携起手来，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鸿沟，加强

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帮助”。这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

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坚定选择，也是让互联网更好造

福世界各国人民的必由之路。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凝聚众智、汇聚众

力，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

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

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更加

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

必能奏响共同发展的华美乐章，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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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关注乡村医生队伍建设R

为 切 实 加 强 乡 村 医
生队伍建设，近年来，甘
肃不断完善乡村医生培
训方式、改善村卫生室医
疗设施条件、优化管理考
核方式，乡村医生的诊疗
水 平 和 服 务 能 力 持 续
提高。

核心阅读

月明星稀。晚上 9 点多，甘肃省华亭市

东华镇裕光村村医赵代兴急匆匆赶到村卫

生室。看见村民老李摔伤的胳膊流血不止，

赵代兴迅速拿出医药箱，消毒、清创、缝合、

包扎……一连串动作十分娴熟。

“多亏了赵医生，不然再往县城跑，路远

不说，就怕耽误了看病。”得到妥善医治的老

李连声道谢。

近年来，甘肃立足省情，多措并举，稳步

提升乡村医生的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引导

村医当好村民的“健康管家”，为促进基层医

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完善培训方式
增强服务技能

赵代兴在裕光村长大，对村庄的环境再

熟悉不过：山大沟深、村民居住分散、医疗服

务半径超过 7.5 公里。“路远难行，如果患者病

情紧急，很难转诊就医。”赵代兴说。

自 2016 年 起 ，赵 代 兴 几 乎 年 年 参 加 培

训 与 进 修 ，时 间 短 则 一 周 ，长 则 半 年 ，培 训

内 容 包 括 急 救 技 能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等 。“老

师 手 把 手 指 导 ，课 上 既 有 观 摩 示 范 又 能 动

手 实 践 。”赵 代 兴 说 。 脱 产 培 训 期 间 ，乡 镇

卫 生 院 派 人 代 理 村 卫 生 室 工 作 ，群 众 看 病

也不耽搁。

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能治病，“面对

乡 村 医 生 能 力 提 升 需 求 ，我 们 科 学 设 置 培

训 课 程 ，选 择 基 础 知 识 扎 实 、实 践 能 力 突

出 、教 学 经 验 丰 富 的 专 家 教 授 承 担 培 训 任

务。”华亭市医务人员培训基地负责人郑斌

介绍，基地依托华亭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立，

通常采用理论教学与技能操作紧密结合的

培 训 模 式 ，培 训 结 束 后 ，还 会 统 一 组 织 考

核，由卫生主管部门颁发合格证书。同时，

根 据 村 医 个 人 情 况 和 工 作 实 际 ，随 时 接 收

人员跟师学习。

“以前，由于村医能力不足，碰到复杂的

病情，大多立即转诊。”赵代兴说。如今，持有

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证书的他，年诊疗量

超过 3200 人次，是裕光村常住人口的两倍

多；且中医理疗、慢性病防治，样样都会，服务

能力不断提高。

据了解，甘肃目前已建起基层卫生人才

培训基地 30 个，近两年共遴选 4700 余名乡村

医生骨干进行全脱产培训。甘肃省卫健委基

层卫生健康处处长李清霞介绍，甘肃还开发

了远程培训平台，组织省内外专家、学科带头

人录制课件，对 5.6 万名基层卫生人员分专

业、分层次、系统化开展远程培训，全面提升

乡村医生服务水平。

改善医疗条件
拓宽服务内容

去年 6 月，75 岁的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

砂梁村村民滕维财突感身体不适，来到村卫

生室就诊。村医高尔凡见状，立即使用十二

导联心电图机给患者做检查，显示有心梗发

作的表现后，赶紧给滕维财服用药物，并第一

时间联系救护车转到市医院。

由于发现及时、处置得当，高尔凡为患者

争取到了宝贵的抢救时机。“现在村卫生室的

医疗条件改善了，这病要是搁以前，没设备诊

断，医生也无能为力。”滕维财感慨。

白银市靖远县卫健局副局长张守江介

绍，2011 年以来，全县累计投入资金 1800 多

万元，实现行政村标准化卫生室全覆盖，同时

统一配置仪器设备，为村医第一时间诊断疾

病提供科学依据。

走进砂梁村，300 多平方米的卫生室宽

敞明亮，诊断、治疗、公共卫生、药房等四室分

设，制氧机、雾化吸入器等医疗器械一应俱

全。“现在卫生室还有中药 380 余种、西药 260
余种，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就诊、用药需

求。”高尔凡说。

“前些年没少参加培训，也学习过报告

结 果 的 初 步 诊 断 ，可 当 时 村 卫 生 室 设 备 有

限，没机会实践，看病依然多凭经验。”高尔

凡说，随着卫生室整体条件改善，医疗设备

不断增加，服务内容越拓越宽，以前没底气

看的病，现在处理起来有了依据，更加得心

应手。

据了解，目前甘肃着力改善村卫生室硬

件设施，让村卫生室配得齐、开得出群众所

需药品，鼓励慢性病患者在基层就诊、检查

和 取 药 ，让 群 众 少 跑 腿 、少 花 钱 就 能 把 病

看好。

优化管理考核
激发服务动力

点燃的悬灸筒散发出缕缕清香，赵忠眯

起双眼，将灸筒稳稳贴在患者腹部的穴位上，

然后起身洗手，为肩颈不适的村民施针……

整个下午，忙得顾不上喝口水。

赵忠是定西市陇西县云田镇上大道村卫生

室村医，行医已 30余年。近几年，他主攻中医

适宜技术，为村民治疗颈肩腰腿疼痛等病症。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多会建议转诊。”赵

忠坦言。管理考核方式的改进，带来了变化。

2018年，《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

实施意见（试行）》印发，要求村医至少会使用 6
项中医适宜技术，占业务考核量的近 10%。

“有压力，但更有动力。”赵忠回忆，此后，

他多次参加市县组织的基层常见病、多发病

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培训，还前往镇卫生院学

习公共卫生服务知识。“现在，我掌握的中医

适宜技术至少有 15 种。”赵忠收获不小。

技术学到手，服务怎么样？云田镇卫生院

建起由副院长领衔、科室主任以及监督协管员

组成的考核小组，每月巡查，听取群众意见，赵

忠月月排名靠前。“我的服务得到村民认可，每

月收入也增加了 3000元。”赵忠高兴地说。

通过优化管理考核方式，甘肃着力提升乡

村医生队伍建设质量，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

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

奖励，树立起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工作导向，

引导基层医疗机构人人尽力、个个尽责。

既治好了村民的病，还增加了个人收入，

赵忠主动服务的劲头越来越足。最近，他开

始利用自身所学，走村入户义务推广刮痧、拔

罐等技术，“村民们少跑路，我也能节省出诊

时间，做好公共卫生服务，双赢！”

本期统筹：郭 玥

甘肃多措并举提升乡村医生服务能力—

本领强起来 发展有奔头
本报记者 赵帅杰

本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余建斌、熊捷、安然）据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于北京

时间 2022 年 11 月 13 日 14 时 18 分，成功开启天舟五号货物舱

舱门，在完成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于 15 时 03 分顺利进入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货物转

运等相关工作。

据介绍，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将按计划于 11 月 15 日受控再

入大气层，飞船绝大部分将在再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少

量残骸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

11 月 9 日，已完成既定任务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顺利撤

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进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将于 15 日受控再入大气层

本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李晓晴）记者从中国南水

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1 月 13 日 10 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

工程正式启动 2022—2023 年度调水。根据水利部水量调度

计划安排，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计划向山东调水 12.63 亿立

方米，净供水量 9.25 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全长 1467 公里，与长江、淮河、黄

河、海河相连接，向沿线江苏、安徽、山东供水。东线一期工程

通水 9 年来，水质稳定达标，累计向山东调水 52.88 亿立方米

（不含北延应急供水水量），沿线受益人口超过 6700 万。近 6 年

来，通过水源置换、生态补水等措施，东线一期工程受水区地下

水压采总量达 10.44 亿立方米。其中，江苏省为 4.91 亿立方米，

山东省为 5.53亿立方米，山东省地下水水位回升趋势显著。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启动 2022—2023 年度调水

凌晨 3 点，吉林省辽源市中心，白玉晶正

在工作。

系安全绳、拎铁锹、挂小桶，白玉晶缓缓进

入井中。借助井壁上两三指宽的小突起，指尖

扒着、踮脚踩着，几分钟后，白玉晶便降到 6 米

深的井底，淤泥没过了腿肚。白玉晶用铁锹将

井底垃圾拢到中间，以便利用清掏机械手清理

干净。“清掏，最累的就是爬井，井里狭窄，难免

磕碰，浑身青紫是常事。”白玉晶说。

这样的动作，排水维护工人每天要重复

几十次。“一口井，连着千家万户，咱们得认真

对待。”不到百米，走到下个井口，摆放警示

牌、开启排水盖，白玉晶边干边嘱咐队友。

45 岁的白玉晶，是吉林省辽源市水务集

团供排水维护服务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也

是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1998 年，21 岁的她开始下井，在城市各

个角落，清掏淤泥、疏通管道。

“不就是出力气，有什么难度？”初次下井

前，白玉晶原本颇有自信。一场大雨，井里的

水没到肚子。白玉晶咬着牙，准备弯腰干活，

铁锹还没碰到垃圾，水却已经顺着连体橡胶

衣领口灌了满身。“干啥活都得动脑子。”经验

丰富的队友赶忙指导——下井后，腿要先伸

进管道，人再顺势跪下，既留出工作空间，又

要挺直身子避免倒灌。

24 年来，白玉晶始终记着这件事。

井内的排水管道直径不足一米，长度却

有几十米，无数条管道在地下将井与井、井与

居民楼排水管等串联起来。当工人发现腿伸

不进去时，意味着管道需要疏通。人钻进狭

窄幽暗的管道，根本无法转身，铲起一锹淤

泥，像蚯蚓一样蠕动倒退，将垃圾送出去，再

爬再退。“铁锹一次最多装这么一点。”白玉晶

用手比划着西瓜大小。彻底疏通管道，往往

需要耗费半天时间。

怎 样 减 少 垃 圾 运 送 时 间 、提 高 工 作 效

率？白玉晶尝试过将垃圾堆进铁桶，再一脚

踹出管道；也试过木箱两端系上麻绳，拽出管

道……结果不是侧翻，就是极易磨损。

屡屡尝试，次次失败。直到一次逛街，5块

钱的玩具板车给了白玉晶启发。

仿照板车，白玉晶请人焊了一个方形铁

架，安装轱辘、架好铁桶、系上麻绳，管道内外

两名工人相互配合，清淤、装桶、拽出、清倒、

拉回……大大缩短了疏通时间。听说自己做

的“清掏神器”作为好经验传到了其他城市，

白玉晶不无自豪，“工人也能搞发明。”

如今，辽源全市井口超过两万个。近 3年，

白玉晶和队友们累计清掏排水井 9 万次，疏

通排水管线超 3 万米，全市排水畅通率保持

在 98%以上。“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守

护着这座城市。”白玉晶说。

临近中午，刚刚结束工作的白玉晶，拿出

自带的饭盒，坐在清掏车上吃得很香，“现在

和别人说我是‘掏井的’，我都站得特别直。

虽然辛苦，但这份工作有意思、也有意义，值

得认真对待、潜心钻研。”

吉林辽源水务集团排水维护队队长白玉晶——

清污排涝 服务万家
本报记者 刘以晴

■点赞新时代R

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实施以来，三地

乘 着 协 同 发 展 的 东

风，强化生态环境联

建联防联治，持续深

化合作，创新完善机

制，协同治理取得明

显成效，实现了生态

环境质量同步、大幅

改善。

图 为 近 日 ，通 燕

高速京冀交界处，飞

翔 的 鸟 儿 与 蓝 天 碧

水、城市建筑共同构

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画卷。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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