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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官网，有一个“道

地本草数字展厅”。这个虚拟展厅将数十

种道地药材的来源、质量评价、功效与应用

案例等数字化呈现，让观众通过虚拟导览、

互动体验等方式，深入了解中医药的独特

魅力。中医药文化宣传“触网上云”，从一

个侧面展示着数字技术与中医药融合发展

的巨大潜力。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打开

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经过岁月沉淀，中

医药积累了海量的临床数据，散见于中医

古籍、大师经验、民间验方，这些数据尚未

得到有效利用。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把这些散落的珍珠串起来，

有助于实现用药精细、生产精准，推动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

2023 年 3 月，科技部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专

项部署工作。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人工智

能驱动的中医药研究”，将基于大数据和机

理研究，实现科技与传统中医药的深度融

合，推动中药全产业链上下游集成式创新

发展。因此，数智化成为推动中医药传承、

创新和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以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支撑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药组方成分复杂，对其进行药效物

质基础与作用机制的研究是保证中药安

全、有效、质量可控的重要步骤，已成为现

代中药研究的重要内容。运用数智化手

段，有助于揭开中医药的神秘面纱。以养

血清脑颗粒为例，最初主治“血虚头疼”，如

今专用治疗缺血性头疼、高血压头疼。从

“大水漫灌”变成“精确滴灌”，这源于张伯

礼院士主持的中成药二次开发研究。通

过大数据解决临床定位不准、作用机制不

明、质量控制不强等问题，有助于实现中药

的“两个相对清楚”——药效物质相对清

楚 、作 用 机 理 相 对 清 楚 ，推 动 产 业 技 术

升级。

中医理论认为，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

合群之妙用。 2021 年清华大学课题组开

发的一种智能系统，能够根据患者的个性

化电子病历智能推荐中医处方，推荐处方

命中率比随机森林算法提高了 46.9%，能

够较好辅助中医临床诊疗。最近发布的

“数智本草大模型”，拥有 380 亿参数量，深

度挖掘和整合中医经典理论和中药药理、

中药配伍以及临床应用的内涵和联系，运

用知识图谱等技术，形成了中药数字化解

析方法。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将数字

技术深度融入中医药研究，有助于进一步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促进中医药全产业

链、全生命周期的升级。

同时，让传统医药搭上数字快车，还能

够不断优化中医药服务。在浙江，“中医处

方一件事”改革将中医药服务搬到线上，形

成全省统一的中医门诊处方格式，建立了

问基础信息、辨四诊情况、查患者体格、做

病情诊断、定治疗意见的“五步法”诊疗流

程；制定统一的数字编码规则，赋予中药饮

片、颗粒剂、中药制剂“数字身份证”；上线

运行“浙江中药服务在线”应用，运用数字

化方式推动中医药资源下沉。这表明，运

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实现中医药服务的流程

再造、优化升级，将不断提升中医药诊疗效

率，让中医药服务触达更多患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

的重要标志。”从传统中药到现代中药，再

到数智中药的创新升级，中医药不断创新

发展、与时俱进，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必

将为提升人民健康福祉、建设健康中国作

出更大贡献。

让传统医药搭上数字快车
王君平

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

走进浙江省绍兴市的鲁迅故里，《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中的景致映入眼帘。回

味少时学习的文章，不少游客在百草园

体验泥墙根一带的趣味，近距离感受少

年鲁迅的生活轨迹。书上的文字、文中

的风土，可观可感，令人别有一番体味。

名人故居何以打动人心？有游客在

参观时感叹：“小时候读鲁迅，读的是风土

人情；长大后再读鲁迅，找到了精神共

鸣。”水乡社戏等文章内容，陪伴一代代人

成长。通过照片、手稿、匾额，参观者进一

步体悟文学作品的深意。这说明，名人故

居是文化财富，其承载的历史气息和人文

底蕴，对地域文化的构建与传承有着独特

作用。

走进名人故居，人们不仅在了解一个

人的一生，也在感悟一座城的品格气质、

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识。在鲁迅纪念馆，游

客不仅能看到鲁迅课堂讲义手抄本、留学

时期的笔记、文学创作的手稿等，还能看

到周恩来、蔡元培等的手稿、书信、抄本等

珍贵文物。纪念馆还积极肩负起鲁迅同

时期名人的相关文物，以及近现代革命文

物、党史文献的征集、收藏、研究工作。丰

富的文物，有助于参观者全面认识鲁迅，

深刻理解同时期爱国人士为国为民的情

怀和担当。

历史文化名人属于“过去”，要让今天

的人们感受名人故居的文化价值，就要在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让文物说

话，用历史滋养当下。前不久，鲁迅故里景区撤除 23处隔离栅栏和隔离

线；那张刻着“早”字的课桌也从文物库房里“走”出来，被陈列到展厅。这

体现了景区对游客的信任，也吸引更多人慕名而来。国家文物局印发的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提出：“景区景点中的文物建筑，应尽最大限度向公众

全面开放”“鼓励开展公众参与、体验、互动式活动”。距离更近，看得就更

真切，就能更好感悟历史场景与时代背景。对景区来说，这也有利于文物

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发挥其最大效用。

从鉴赏珍贵文物到产生文化共鸣，代入感、场景感必不可少。人们走

进名人故居，感受当年的生活情景，并与当下产生新的连接，才能引发情

感的共鸣。在百草园后的朱家花园，游客可坐在油菜花旁品尝“百草园的

下午茶”，有以桑葚、皂荚树等命名的零食，咖啡拉花上印着两棵树——

“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类似的体验活动和产品深受游客喜

爱。同时，景区将鲁迅的作品与绍兴地域文化结合，打造了主题街区、文

创产业等项目。这启示我们，激活名人故居的文化资源，就要立足特色、

发挥特长，开发出兼具人文底蕴和灵动形式的新业态，积极寻找商业与文

化的平衡点，以更好契合当代人的需求。

名人与名城相互交融，为城市提供人文滋养。近年来，绍兴把鲁迅

故里、徐渭故里、书圣故里、阳明故里等连成一片，让绍兴古城成为一座

“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实现保护

与利用“1+1>2”。保护古建故居、

沉淀文化内涵、续写时代故事，必

能更好擦亮城市名片、厚积城市

底蕴。

（作者为本报政治文化部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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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滩能用于干什么？如果搁在过去，老一辈人会告诉你“满眼一

片白茫茫，寸草不生碱圪梁”。盐碱地曾是贫瘠的代名词。如今在内蒙

古，这样的刻板印象正被打破。种碱地甘草、栽耐盐碱稻、培育食用菌、

养鱼虾海鲜……从“以地适种”到“以种适地”，不少地方转换旧思路、培

育新产业，让昔日荒芜的盐碱地变成希望的田野。

盐碱地含盐量高、保水保肥能力差，土壤板结严重、通气性不良，不

利于作物出苗和正常生长。内蒙古现有盐碱化耕地 1585.3 万亩，占全

区总耕地面积的 11.4%。若不能高效利用，将严重制约农牧民增产增

收及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因地制宜开展好盐碱地综合利用，

实现耕地资源扩容、提质、增效，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

换个角度看，盐碱地也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近年来，内蒙古通

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全力攻克盐碱地综合利用难

题。从开展土壤盐碱化治理示范，到推进专项普查摸清家底；从将盐碱

地综合利用纳入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战略一体推进，到成

为国家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省区……越来越多的盐碱

滩正变身为米粮川，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渐实现双丰收。

治理盐碱地，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地适种”，即治理盐碱地

适应作物；另一种是“以种适地”，即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近些

年，不少地方充分发挥科技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找到了更多治理良方。比如，巴彦淖尔市采用“暗管排盐”“上膜下秸”

等盐碱地改良技术模式。其中，五原县 5 万亩试验示范项目成为全国

样板区。

让更多土地破“碱”重生，还要向特色农业要效益。兴安盟积极开

展盐碱地水稻栽培试验，走出盐碱地生态治理新“稻”路；赤峰市官地镇

发展食用菌产业，小花菇“唤醒”大片撂荒盐碱地；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探

索种养结合的微生态循环农业，盐碱地变身“良草仓”……这些成功实

践，让我们看到了盐碱地变丰收田的更多可能。立足实际拓思路、转观

念，研良技、育良种、用良方，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盐碱地

综合利用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新的希望，每天都在土地里生发。抓住“育种”和“治地”两个关

键，将“以地适种”同“以种适地”相结合，充分挖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

力，就一定能更好解锁盐碱地的丰收密码，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成

色更足。

（摘编自《内蒙古日报》，原题为《因地制宜让更多盐碱滩变身米

粮川》）

变盐碱滩为米粮川

哈丽琴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思政课

是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的 关 键 课 程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学 校 要 立 德 树 人 ，

教 师 要 当 好 大 先 生 ，不 仅 要 注 重 提 高 学

生知识文化素养，更要上好思政课”。如

何让思政课内容更丰富、更吸引人，确保

思政课质量高、效果好？这就要求充分尊

重学生成长规律，在内容形式创新、与实

践 相 结 合 、加 强 课 堂 内 外 互 动 等 方 面 下

功夫。

着力创新，多维度激发课程活力。在

内容上，必须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党的

创新理论筑牢课程根基。同时，应坚持德

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把思政课放在五育并

举 中 开 展 课 程 设 计 ，丰 富 思 政 课 内 容 体

系。在形式上，也需要灵活创新，可借助嘉

宾访谈、现场教学、线上测评等方式，以学

生感兴趣、易理解、好接受的方式提升思政

课育人效能。

贴近生活，让思政课真正与实践结合

起来。实践出真知。思政课不能只停留在

书本上、概念中，需要与实践结合起来，引

导学生“知行合一”。比如，对于课堂教学，

教师不仅要详细讲解思想和理论，更要讲

清楚思想、理论背后的现实问题，引导学生

结合自己的生活和观察进行思考。再如，

在课堂之外，可将思政课的一些内容作为

调研课题、实践课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探索，推动相关学习成果高效转化。

推进融合，加强课内外互动，搭建思政

“大课堂”。一方面，可以“请进来”，邀请知

名学者、企业专家、行业模范走进思政课

堂，呈现不同视角的思考和感悟；另一方

面，可以“走出去”，将博物馆、艺术展等公

共文化空间作为教学现场。比如，我们组

织主题研学，让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接受红色文化洗礼，在中国园林博物

馆体悟传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持

续加强思政课课内外衔接互动，注重课堂

但不局限于教室，充分运用各种文化资源

开展思政教育，才能让思政课堂更立体、内

容更丰富，收获更多实效。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与时俱进加强思

政课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让思政课“出新”

更“走心”，坚持不懈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

展，定能更好培育时代新人，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汇聚澎湃动能。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

思政课应“出新”更“走心”
杨关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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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组方成分复
杂，对其进行药效物质
基础与作用机制的研究
是保证中药安全、有效、
质量可控的重要步骤

将数字技术深度融
入中医药研究，有助于
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促进中医药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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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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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今天的人们
感受名人故居的文化
价值，就要在加强文物
保护的同时，让文物说
话，用历史滋养当下

盲人可以享受奔跑的快乐吗？不久

前，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几名盲人在

志愿者协助下，迎着朝阳奔跑，成为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一根 30 厘米长的陪跑绳，一

端紧握在志愿者手中，一端牵引着盲人，两

人一起摆臂、一起迈步，从生疏到默契，从

慢走到快跑。全盲跑者何亚君说，助跑志

愿者让他感受到了风从耳边掠过的幸福，

坚定了融入社会生活的信心。

帮助盲人跑步十分不易。每一名志愿

者都需要经过专业培训，在反复的蒙眼跑

训练中，体会、理解视障人士的奔跑感受。

志愿者必须全神贯注，随时留心周围情况，

对任何一点微小变化作出提醒。拥有专业

知识并真情付出的志愿者们，成为视障人

士感受跑步快乐的有力援手。

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助残志

愿者达 188.8 万人，受助残疾人 2776 万人

次。与此同时，助残志愿服务日趋专业化、

多样化。在江苏南京，由特殊教育专任教

师、在校大学生、相关学者组成的志愿者团

队走进儿童康复机构，为孤独症儿童提供

个性化阅读帮助；在广东广州，“志愿在康

园”助残志愿服务计划的志愿者经过专业

培 训 ，重 点 帮 助 智 力 残 疾 人 掌 握 生 活 技

能……近年来，助残志愿服务从相对简单

的探访活动和家政服务，转变为针对残疾

人的不同需求开展专业化帮扶，进一步改

善了残疾人生活品质，也给他们提供了精

神慰藉，营造了更加包容的社会环境。

服务领域越来越广泛，参与人群越来

越庞大，对助残志愿服务的运行提出了新

挑战。更好满足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应立足长远，统筹协调残疾人需求和志

愿服务资源，进一步提升助残志愿服务规

范化、专业化水平。

推动助残志愿服务提质增效，要抓住

人才这个“源头活水”。一方面，应积极动

员各方面优秀人才特别是掌握相关技能的

人才，成为助残志愿者，开发契合残疾人特

点的助残课程和教材，提升志愿者培训水

平。比如，湖南定期举办全省助残志愿者

骨干培训班，开设“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

“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和持续发展”等课程，

提升了助残志愿服务组织和个人的专业素

养。另一方面，要加强助残志愿者注册管

理，规范认证管理，形成科学有效的评价

机制。

残疾人的需求特殊且多样，志愿者各

有所长，要进一步强化信息共享，提升助残

志愿服务的供需匹配度。例如，上海将“云

助残服务平台”小程序纳入一站式线上助

残服务大厅“阳光申办”，志愿者与残疾人

可以进行“点对点”对接，残疾人出行、就

医、法律咨询等个性化需求都能得到及时

响应。未来，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平台，进

一步推动区域乃至全国助残志愿服务的数

据共享、资源整合、协同联动，就能把更专

业的志愿服务送到更多残疾人身边。

推动助残志愿服务迈向更高水平，体

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放大了人与人

之间温情的力量。继续从政策、资金等方

面加大对助残志愿服务的支持和保障力

度，激励更多有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的志

愿者加入这项事业，必能让残疾人更顺畅、

便利地共享美好生活。

一根陪跑绳带来的启示
易舒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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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时 代 以 来 ，我 国 防 沙 治 沙 取 得 了

显 著成效，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

效治理，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

减 少”。统筹“治沙害”和“用沙利”，以治

沙拉动产业发展，靠产业推动治沙事业，

许 多 地 方 实 现 了 治 沙 致 富 并 重 、增 绿 增

收并举。

这正是：

黄沙披青绿，

大漠焕新机。

治与用并举，

发展动能聚。
杨 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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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尊重学生成长规律，在内容形式创新、与实践相结
合、加强课堂内外互动等方面下功夫

文化中国行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牵引播种机在防沙治沙项目区种柠条。

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摄

近期，许多读者询问 2023 年“人民论坛”“人民

时评”“人民观点”“评论员观察”专栏文章结集——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23》等书的购买事宜。有需

要此书和《人民日报社论集（2017.10—2023.03）》《人

民日报评论员文章（2023 卷）》等书的读者，请直接

与人民日报出版社联系，电话为（010）65369527、
6536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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