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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水利系统锚定“保障水安全、保护

水生态、发展水经济、改善水民生”目标，在水利工程建

设、科学水旱灾害防御、河湖治理保护等方面不断发

力，推进水利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为贵州省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利保障。

积极构建贵州大水网

贵州省积极应对工程性缺水和区域性水资源短缺

问题，近年来，陆续开展水利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水网

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等，推进重点工程建设，落实水利改

革工作，实现水利工作提质升级。

《贵州省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3—2025
年）》2023 年 发 布 以 来 ，贵 州 省 各 级 水 利 部 门 狠 抓 落

实，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水利投资完成方面，全省

已累计完成水利投资约 599 亿元，新增设计年供水能力

5 亿立方米；骨干水源工程建设方面，计划完建 316 个项

目，已完建 158 个；水网连通及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方

面，计划开工 386 个，已开工 241 个，建成管网 2.1 万公

里；重点水利改革方面，《贵州省农村供水条例》已于今

年 7 月 1 日 施 行 ，《贵 州 省 水 利 工 程 供 水 价 格 管 理 办

法》、新的耕地开垦费标准等涉水政策相继出台，全面

深化水利改革，构建“四个体系”，完善“六项机制”，为

贵州省水利高质量发展筑牢保障基础。

贵州大水网建成后，补齐短板弱项，将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数字赋能水利高质量发展

贵州省水利部门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水利工作全

面深度融合，逐步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数字

孪 生 水 利 体 系 ，不 断 推 动 数 字 孪 生 水 利 建 设 取 得 新

进展。

数字赋能水旱灾害防御。贵州省水利部门与气象

部门协调联动，在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系统中接入

气象平台，实时掌握卫星云图、雷达回波图以及雨量

站、水文水位站、视频监测站的数据，实现 5 分钟更新一

次水文水位站信息、6 分钟更新一次雷达回波图、15 分

钟更新一次卫星云图，发生险情时系统自动预警，一键

呼叫全省 9.8 万余名防御人员，通过 1 个平台统筹灾害

防御工作，为今年防御   阳河流域洪涝灾害提供了支

撑和保障。

数智协力筑牢生态屏障。贵州建立健全省、市、县

三级联动监管机制，完善水土保持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制度和激励惩戒机制，进一步规范人为水土流失防治

工作。通过整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数据资源，贵

州建成投运水土保持大数据平台，并搭建“一网通办”平

台，与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及省政务服务系统互

联互通。“十四五”以来，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下

降，水土保持率达 74.42％。

“数字大坝”强化质量控制。夹岩水利枢纽工程是

贵州省水利重点工程，最大坝高 154 米，填筑土方量约

450 万立方米。夹岩水利枢纽工程公司与天津大学合

作研发了碾压质量实时监控与“数字大坝”系统，实现

了对夹岩面板堆石坝填筑碾压质量的在线实时监测和

快速反馈控制，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保障施工质量。

此外，贵州省还推动 5G 覆盖水利工程，马岭水利枢纽

工程成为全省首个 5G 全覆盖的大型水利工程，推动水

利工程治理逐步从“人治”转向“数治”。

纵深推进河湖长制成效显著

10 月，西南地区首笔水土保持碳票在贵州生态产

品交易中心成功交易签约，贵州省开展水土保持项目

碳汇交易试点迈出坚实一步。

作为长江和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贵州省

高度重视河湖长制工作，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河

湖长制工作体系，创新设置四级“双总河长”；探索互派

河长、流域河长等工作机制；将河湖长制写入地方性法

规，先后出台 6 部地方涉水法规。目前，贵州省 4697 条

（个）河湖共落实五级河湖长 22755 名，多措并举推动全

省河湖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

守护清流，已成为贵州全省上下的共识。截至目

前，贵州省已签发 7 道省总 河 湖 长 令 ，清 理 整 治 河 湖

“四乱”问题 2.7 万余个，与周边省（自治区、直辖市）实

现跨界河湖联防联治全覆盖，河湖长协作机制持续深

化，河湖长制实现“有名有责”“有能有效”，让全省江河

湖库长治长清。在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中，2021—2023 年贵州省连续 3 年获得优秀等次，水资

源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取得长足进步。

2025 年是贵州省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收官

之年”，各级水利部门将压紧压实责任，上下齐心协力，

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水动力”。
数据来源：贵州省水利厅

“耳朵听不清了，眼睛也像蒙上了一层

布 ！”不 久 前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院 附 属 第 二 医

院新入职的员工们上完高龄体验课后很感

慨。他们穿戴好模拟体验装置，从感官、行

动等方面感受高龄老人的生活。

一堂特殊的体验课，让员工们切身体会

到老年人的不易，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对患

者有更多耐心和尊重。这是浙大二院想患者

所想、急患者所急的一个生动缩影。

“医疗服务满意度其实就是期望值和体

验值的差。追求更好的患者体验，不仅要多

说，更要多做，要体现在行动中。”中国科学院

院士、浙大二院党委书记王建安一直强调关

注患者体验细节：听诊前主动把听诊器暖一

暖、急诊抢救用的复苏液用恒温箱保持 37 摄

氏度的温度、院外天桥台阶处增贴醒目的反

光警示标志……种种举措传递对患者的关

心，体现医院的温暖。

对浙大二院的全体员工来说，“患者与服

务对象至上”已成为日常践行的理念。患者

体验感提升的背后，不仅考验医院的医疗技

术，更考验医院的管理水平、医疗流程和各部

门的协调配合。

泛血管病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较高，

是导致我国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为给泛血

管 病 患 者 更 加 高 效 卓 越 的 诊 疗 ，浙 大 二 院

2022 年 3 月 正 式 启 用 泛 血 管 病 学 科 群 院 区

——浙大二院心脑血管病院区。

基于“从心开始、管您一生”理念，心脑血

管病院区将血管病（包括心血管、脑血管、周

围血管）与代谢病整合成一个学科群，集合了

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脑血管内外

科、血管外科、代谢病科等优势学科力量。

“像心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通常不是

单一病种，从患者角度考虑，一定要‘小综合、

大专科’。”院区副院长刘先宝说，通过学科合

作，可以避免“头痛医头”现象，减少漏诊、误

诊，为患者制订精细全面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门诊流程的顺畅与否直接影响着就医体

验。浙大二院心脑血管病院区成立自助点单

式多学科诊疗门诊，患有多学科疾病的患者

可像点单一样勾选要问诊的科室和专家。

“在这里，免去了费时费力逐个去相关科

室就诊的麻烦，挂 1 个号，一次看了 3 个科。”

56 岁的张女士患有糖尿病、颈动脉堵塞、冠心

病等疾病，此前一直苦于在医院多个科室间

来回问诊。来到心脑血管病院区，她挂了心

脑血管一站式联合门诊，选择了内分泌科、神

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在门诊护士的引导下，

不到 2 小时，张女士就顺畅地完成了所有诊疗

和检查。

“预检分诊、咨询评估、来访接待、审核盖

章、挂号收费、检查预约等患者所需服务皆可

在诊区完成。”浙大二院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叶

小云介绍，对于不了解自身情况、没有预先选

择多学科诊疗的患者，院区还推出“一键转

诊”服务，患者拿着医生开具的就诊单到分诊

台提出请求，工作人员可以优先为其挂对应

科室的当日门诊号，花好几天辗转各科室才

能看完病的情况已成为过去。

心脑血管病院区还打造“一站式融合病

房”，多学科一体化服务，患者不动专家动，由

主诊医师团队和多学科诊疗团队联合实施多

学科协作诊疗。不必转科、转病房，复杂疾病

患者全面综合诊疗的需求在同一张病床上就

能被满足。

走进浙大二院心脑血管病院区的经血管

植入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心脑血管植

入器械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一台台泛血管相

关的国产医疗器械令人眼前一亮。

据介绍，心脑血管病院区正致力于打造

全 球 一 流 的 泛 血 管 疾 病 目 的 地 诊 疗 中 心 ，

坚 持“ 医 — 防 — 教 — 研 ”系 统 融 合 ，不 仅 专

注于泛血管疾病的诊疗、创新手术方案，还

开 展 全 院 区 血 糖 分 级 预 警 、康 复 远 程 处 方

管理、培养交叉融合的学术团队、泛血管疾

病 前 瞻 性 队 列 研 究 、研 发 适 合 国 人 的 介 入

器械等。

以临床问题为导向，浙大二院围绕重大

疾病进行高水平联合攻关，不断释放科学研

究潜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凝聚高质量发展

合力，坚守为民初心，增进百姓福祉。

“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医院，我们应勇于

探索，敢于回答别人没有回答的问题、解决

前人尚未解决的难题。从治愈一位患者到

治愈一类患者，以无与伦比的毅力和决心，

给更多命悬一线的患者带来生的希望。”王

建安表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患者至上  初心不渝
本报记者   李中文   刘军国

本报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的 10 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10 月份，我国债券市

场共发行各类债券 52361.7 亿元。其中，国债发行 11027.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6831.3 亿元，金融债券发行 7852.1
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 9425.2 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发行 401.1 亿元，同业存单发行 16415.0 亿元。

10 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 25.5 万亿元，日均

成交 13408.9 亿元，同比增加 17.6%，环比增加 1.2%；银行间

同业拆借市场成交 8.4 万亿元，同比减少 2.1%，环比增加

10.2%。10 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 1.59%，环比下降

19 个基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1.65%，环比下降 18 个

基点。

此外，10 月份，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 3.1 万亿元，贴现

发生额 2.5 万亿元。截至 10 月末，商业汇票承兑余额 19.0
万亿元，贴现余额 14.3 万亿元。10 月份，签发票据的中小

微企业 10.1 万家，占全部签票企业的 93.1%；中小微企业签

票发生额 2.3 万亿元，占全部签票发生额的 73.4%。贴现的

中小微企业 11.2 万家，占全部贴现企业的 96.4%；贴现发生

额 2.0 万亿元，占全部贴现发生额的 78.1%。

10 月我国债券市场发债超 5.2 万亿元

本版责编：沈   寅   吕钟正   林子夜

“城区老，产业少，一到晚上静悄悄。”在

河南省洛阳市，提起老城区，过去人们总这样

评价。而今，不论白天晚上，穿汉服的中外游

客络绎不绝，餐饮经营者、摆摊小贩面对火爆

客流应接不暇。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老城

区 接 待 游 客 3153 万 人 次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约

236 亿元。

以前区里产业不聚焦、思路不清晰，政

府部门也尝试多方发力，但多种产业“眉毛

胡子一把抓”，成效并不如意。近年来，老城

区找到更集中的发展方向——以文旅产业

推动环境更新、经济发展、百姓增收。

加大对城市肌理保护提升，老城区按照

“ 严 格 保 护 、整 体 管 控 、运 营 前 置 、有 序 发

展”的原则，对城隍庙等文保单位和历史建

筑 保 护 修 缮 ，并 推 动 府 文 庙 等 片 区 商 圈

改造。

如今，老城区各处面貌焕然一新，灯狮画

桥、香罗幔天、隋唐集市等新打造的互动场

景，都成了游人好去处。

面貌焕然一新，却不一定能吸引来客流。

最初，老城区旅游人气总高不起来。区里也

明白：老城区文旅还欠缺一个把各种文旅资

源串起来的抓手。经过不断尝试、试错，终于

找到这个抓手——汉服。

从最初的几个游客穿汉服到如今处处有

人穿，老城区的汉服店也从最初的 10 多家增

加至上千家。一家汉服体验店的负责人徐蕊

蕊说，店里起初只有 8 套汉服，如今各类民族

风服饰已超 800 套。

汉服多了，妆造师也多了、卖饰品的摊贩

多了、跟拍的摄影师也多了……汉服撬动的

产业活力不断迸发。从汉服设计到生产、租

赁、妆造、跟拍、研学旅行，一条衍生的汉服产

业链正趋于完整。2023 年以来，在洛邑古城

周边 1 平方公里内，汉服体验订单量增长 10
倍以上，汉服体验店月均营收超 15 万元，带动

3 万余人就业。今年国庆假期，千余家汉服店

平 均 营 业 额 3.3 万 元 ，汉 服 租 赁 消 费 3673
万元。

随着“洛邑古城+汉服”的叠加效应扩大，

主题民宿、老字号餐饮等特色文旅业态相继

入驻。依托历史文化街区等古都风貌，利用

传统民居、盘活闲置资产，老城区打造特色民

宿集群。目前，老城区民宿达 392 家，占洛阳

市区城市民宿总数的 64.6%。

吃 上“ 旅 游 饭 ”，挣 上“ 旅 游 钱 ”。 老 城

区着力发展文旅，老百姓的钱袋子更鼓了。

洛 邑 古 城 斜 对 面 ，南 关 小 碗 牛 肉 汤 店 人 头

攒 动 ，大 堂 经 理 张 振 国 忙 得 不 可 开 交 ，“ 我

们 去 年 在 这 里 开 了 分 店 ，经 营 面 积 从 不 足

100 平方米扩到 1000 平方米，带动了几十人

就业。”

河南洛阳老城区立足资源发展文旅

文旅火热  老城焕新
本报记者   方   敏   张文豪

本报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刘博通）12 月 2 日，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会同民政部、中国残联、中国传媒大学组织召

开残疾人广电视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暨“光明影院”推进

会。记者在会上获悉：“光明影院”公益点播专区启动上线

以来，已经提供无障碍影片 210 部，覆盖注册视力残疾人近

450 万人。

近年来，广电视听行业积极会同民政、残联等部门，组

织实施了一系列项目和活动，在无障碍视听内容供给、智慧

广电扶残助残应用、残疾人广电视听权益保障等方面取得

阶段性成果，不断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残疾人文

化事业产业发展。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2024 年以来，

全国卫视频道播出扶残助残类节目超 5000 期，全国广播电

视机构残疾人相关公益节目观看总触达户次达 103 亿。重

点新闻栏目积极配置手语解说，深受听障人士欢迎。截至

目前，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开办手语栏目 200 余个，手语节

目总时长超 2 万小时。2024 年以来，卫视频道手语节目共

播出 4500 余期，总时长超 1900 小时。

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资源的整合聚合，以

高质量内容供给更好满足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文化需求，以

智慧广电创新应用更好推动特殊群体公共服务转型升级，

以更有力的举措加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广电视听权益保

障，推动残疾人广电视听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残疾人广电视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暨“ 光 明 影 院 ”推 进 会 召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