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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有个梦想，梦想自己有一双翅膀，
冲向云霄，在蓝天翱翔。学习中文让我实现了这个
梦想。”

来自新西兰惠灵顿男子高中的昂德希尔日前在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新西兰赛区总决赛上
说，“学习中文给了我一双翅膀，让我飞过千山万
水，领略中国秀丽的山川，让我有机会欣赏中国文
化的无限魅力：欢乐喜庆的春节、吃不厌的饺子、
五颜六色的花灯、人山人海的市场……这些让我深
深地爱上了中国。”

16岁的昂德希尔在第14届“汉语桥”世界中学
生中文比赛新西兰赛区总决赛上获得第一名，将代
表新西兰参加全球总决赛。他在比赛中一口带有京
腔的普通话让评委和观众印象深刻。如果闭上眼
睛，还真会以为他是个北京小伙。

昂德希尔一头金发，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
眼镜，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还有些腼腆。他告诉记者，他
母亲是瑞典人，父亲是新西兰人，而他因父母工作关系
出生在北京，并在北京度过了11年美好时光。

“从小就跟中国朋友们一起玩，一起成长，我以
为我就是中国人。”昂德希尔笑着说，“没人告诉
我，我是外国人。”

昂德希尔说，学好中文让他可以与中国人更好
地沟通。“中国文化有很多奇妙的东西，值得学习借
鉴，但很多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国。”他说。

与昂德希尔类似，今年的参赛选手中，有多位
都有长期在中国旅居的经历。对此，惠灵顿维多利
亚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赵叶珠说，全球化背景下，
学习中文的方式正变得更加多元，在中国长时间生
活进行语言实践，就是学习和提高中文水平的一大
途径。尽管疫情限制了面对面交流，但年轻一代会
通过社交媒体学习中文，他们关注中国，对中国文
化感兴趣，所使用的中文语言也非常鲜活。

昂德希尔告诉记者，如果有一天回中国，他最想去黄山看看，最馋的
一口是西红柿炒鸡蛋，未来他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中文翻译。“用中文搭建新
西兰和中国间交流的桥梁是很荣幸的事。”昂德希尔说。

（新华社惠灵顿8月11日电 记者郭磊、卢怀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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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浦归帆，渔舟唱晚……洞庭
湖畔成千上万人世代捕鱼为业。记
者近期环湖采访看到，随着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实施“十年禁渔”，渔民
们上缴渔船、网具转产转业，很多人
从捕鱼改成养鱼、卖鱼、护渔……虽
依旧“靠水吃水”，但“吃法”变
了、“饭碗”换了。

在西洞庭湖区深处湖南省汉寿
县坡头镇的“渔民新村”，退捕渔
民童中保白墙青瓦的几间平房，掩
映在绿树丛中。

“我爷爷、爸爸都以捕鱼为
生。我 15 岁初中没毕业就弃学上
船捕鱼。洞庭湖哪里鱼多、哪里鱼
好，我差不多都知道。”38岁的童
中保离异后独自操持自己、老母亲
和女儿的生计，负担不轻。

童中保上小学的女儿脚穿一双
黄色鱼形拖鞋，脚后跟还有翘起的
鱼尾，很可爱。“我选择了留在家
乡养鱼，去年养小龙虾，今年育鱼
苗。”童中保说，“我喜欢鱼，女儿
也很喜欢鱼。相信只要勤劳肯学，
养鱼不是难事。”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
处长王元宝说，今年上半年湖南省组
织了345期转产转业渔民就业技能
培训班，促成1031人从“捕鱼专家”
变成“养鱼能手”。不断发展的湖南养
殖水产业，不仅安置了一些退捕渔
民，还抵消了禁渔对“菜篮子”的冲
击。今年上半年湖南省水产品总产量
约为129.6万吨，同比增长2.4%。

在洞庭湖区，卖鱼是转产转业
渔民的另一大去向。

在湖南省沅江市内，退捕渔民
张且民的“新时空渔民生鲜超市”
生意不错。“我们一家10口人去年
9 月底上缴 4 条船后搬到了这里。”
张且民说，“鲜鱼、鱼干、腊鱼是
我家特色。我们常年捕鱼，一看就
知道什么样的鱼好吃。”

岳阳市君山区六门闸数十户渔
民办起了风干鱼协会，大力发展线
上销售，六门闸肉质鲜嫩、口感劲
道的风干鱼年销售量近千吨。41
岁 的 刘 晓 云 ， 还 成 了 “ 网 红 主
播”——“胖姐”。

在沅江市，“小彭之家鱼馆”

宾客如云。店堂中心有个木制渔船
模型，上放一块木牌刻着“丰收
号”三字。“这是我家渔船名牌，
放这留作纪念。”店主彭正军说，

“我们‘水上人家’做鱼，是特殊
环境中炼成的一门手艺，这算是我
们转产转业的一个优势。食材不在
于是不是野生，我妻子掌勺，没有
什么五花八门的调料，主要靠油、
盐和一把辣椒，味道非常好。”

数据显示，在湖南省 16595 名
实现再就业的长江退捕渔民中，在
农 业 、渔 业 以 外 领 域 就 业 的 有
13436 人。他们中很多人像彭正军
一样，上岸后继续发挥“知鱼”“懂
水”的优势。

相关研究显示，在实施“长江
禁渔”前，青、草、鲢、鳙四大家
鱼资源量已大幅萎缩，水环境质量
也有恶化。而随着当下长江流域生
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政策说透
长远利益，民间想清发展道理，很多
湖区“水上人家”养鱼、卖鱼，还投身

“护渔”“净水”开启新生活。
“没想到我的水草，种到了韶山

冲的水塘。”5 月 23 日上午，第一次
来韶山的益阳大通湖区河坝镇沙堡
洲村村民张伟，又激动又开心。

张伟是地地道道的渔民。前两
年，大通湖区积极发展种植用于净
化湖泊水环境的水草。目前，当地
种植了 3000 亩水草，不仅满足了
大通湖区12.4万亩大湖水质净化的
水草需求，还能销往全国各地，今
年产值估计能超 1000 万元。张伟
等人的“草塘”，亩均年效益能达
到8000元左右。

岳阳市君山区退捕渔民胡存库
和妻子，一起加入了东洞庭湖生态
保护协会护渔行列，协助阻止和打
击非法捕捞。“我对洞庭湖太熟悉
了，偷捕的人逃不开我的眼睛。”

“我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后已经
参军入伍，他们这一辈人上岸后，
未来的命运会跟我们大不一样。”
胡存库说，“我们要竭尽所能经营
好家庭和新职业，争取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个鱼肥水美的洞庭湖。”

（新华社长沙8月11日电 记
者苏晓洲、史卫燕）

为子孙留下一个鱼肥水美的洞庭湖
本报电（陈东海） 自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以来，福建省厦门市翔安
区委、区政府强化示范引领，成效
不断显现，该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在保持 3 连增的基础上，增幅稳
居厦门前二。

据了解，翔安区引进一批高质量
项目，现代农业招商总投资 59.71 亿
元，10家农业龙头企业总产值超43亿
元。完成3个省级重点种子企业项目

建设；培育 51 家合作社示范社和家
庭农场示范场；3年来实现粮食蔬菜
面积、产量“双稳定”。采取多种措施，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打造“爱心飞
翔”云平台，出台促进转产就业的新
15 条政策，开展农村发展预留用地
项目，促进村集体及农民双增收。

此外，翔安区高标准建设22个
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策划打造 4
条乡村振兴动线。

厦门翔安多措并举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北京 8月 11日电 （记者叶紫）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 《关
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
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包含基本制度、基本
政策以及医保基金支付的项目和标准、
不予支付的范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动态调整，适时发布。

其中，基本制度包括基本医疗保
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各地在
基本制度框架之外不得新设制度，地方
现有的其他形式制度安排要逐步清理过

渡到基本制度框架中。基本医疗保险覆
盖城乡全体就业和非就业人口，公平普
惠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补充医
疗保险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医疗保险之外
个人负担的符合社会保险相关规定的医
疗费用。

基本政策主要包括参保政策、筹
资政策、待遇支付政策等。基金支付
范围包括以准入法和排除法确定的药
品医用耗材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支付
范围。

中国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

“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日前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开
幕，展出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
贵文物330余件 （套），系统展示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历史文化面貌与
特色。展览持续至11月9日。

图为8月11日，观众参观展览。 贺路启摄 （人民视觉）

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国博开幕

8 月 11 日，初秋
的一场小雨过后，位
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大河乡境内的
祁连山群山环抱，在
高原蓝天白云、绿意
葱葱的林海、蓝色的
河水、绿色的草原互
相映衬下，勾勒出一
幅风光秀丽的国家公
园美丽画卷。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新疆昌吉种植的加工番茄产量高、品质优，已成为当地的特色经
济作物，占全疆加工番茄种植面积的近 30%。目前，早熟番茄已全面
进入采摘期，机采率达100%。图为昌吉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尚家梁村农
户在收获早熟番茄。 何 龙摄 （人民视觉）

本报上海8月11日电（记者田泓） 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官方网站今天开通“参展报名”，正式启动第五
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招展工作。目前，已有20多家企
业率先签署第五届进博会参展协议；7家境内外合作伙
伴签署长期合作协议。

第五届进博会将于2022年11月5日至10日在国家
会展中心 （上海） 举行。企业商业展将延续食品及农
产品、汽车、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
健、服务贸易六大展区设置，坚持“综合展、专业
办”，在相应展区规划乳制品、农产品、智慧出行、创
新孵化、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数字工业、集成电
路、美妆及日化用品、体育用品及赛事、绿色智能家
电及家居、康复养老、生物医药、公共卫生防疫等专
区，并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和检测服务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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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陈芳、徐鹏航） 全球累
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 2 亿例，多种新冠变异株
的出现，为疫情防控带来新挑战。加速提升疫
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中国目前向世界提
供了新冠疫苗和原液超7.7亿剂，居全球首位。

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 5 日晚以
视频方式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发表书
面致辞，提出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
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

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
疫苗，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
美元……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团结抗疫注入强大
动力，成为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重要力量。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4
日，高收入国家疫苗接种率为 51.15%，而低收
入国家疫苗接种率仅为1.36%。

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拉姆达……不
断出现的变异株给全球抗疫带来极大挑战。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
作组组长郑忠伟介绍，病毒在人群中流行越
广，复制越多，变异可能性就越大。防控是当
务之急，加快疫苗接种是根本之策，疫苗仍是
战胜疫情的“终极武器”。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示，中国政
府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
这也充分体现在疫苗的研发与应用上。在发达
经济体大量囤积疫苗时，中国向许多发展中国
家提供疫苗，为这些国家解燃眉之急，推动疫
苗接种，是兼济天下、支持全球抗疫的负责任
做法。

病毒无国界，面对新冠疫情，没有一个国
家可以独善其身。变异株的传播给各国带来了
新的挑战，加快疫苗接种，提升疫苗在发展中
国家的可及性也更加紧迫。

中国疫苗在 100 多国获准使用，获批进入
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和“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采购清单，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国际权威
认可。除了疫苗成品出口，中国部分疫苗研发
单位与20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合作开展Ⅲ期临
床试验，部分企业生产的原液已运往巴西等国
并启动境外分包装工作。中国还积极支持对广
大发展中国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

疫苗对于遏制疫情已经显示出明显效果，
但只要欠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免疫鸿
沟”仍然存在，全球就仍会面临公共卫生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传染

病大流行，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开展了新中国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行动，用实实在在的
行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国家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

新华社达卡8月11日电（记者刘春涛） 中
国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孟加拉国的
首批 170余万剂新冠疫苗 10日晚运抵孟加拉国
首都达卡。

孟卫生部门官员在机场接收了这批国药集
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疫苗。

孟卫生服务总局官员沙赫里亚尔·萨扎德在
机场表示，本周还将有两批次中国疫苗抵达孟
加拉国。其中，下一批次通过“新冠疫苗实施
计划”合作获得的 170 余万剂中国国药新冠疫
苗计划11日运抵孟加拉国。另据中国驻孟使馆
介绍，另一批由中国政府援助的疫苗也将于本
周运达。

孟流行病学、疾病控制和研究所顾问穆
斯塔克·侯赛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
感谢中国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向孟加
拉国提供大量新冠疫苗。这批疫苗将极大地
帮助孟加拉国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疫
苗接种工作。

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冠疫苗和原液居全球首位
中国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孟加拉国疫苗运抵

雨后祁连秀雨后祁连秀 国家公园美国家公园美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

刘羊旸） 记者11日从国家管网集团
获悉，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自 2019
年12月投产通气以来，已累计输送
天然气超100亿立方米。

国家管网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日输气量
达2800万立方米，到今年底预计提升
至4300万立方米，可有效保障今冬明

春天然气供应，满足冬奥会用能需求。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在我国境

内途经 9 个省区市，境内段新建管
道3371公里，利用已建管道1740公
里，按照北、中、南三段分期建
设。目前北段、中段均已建成投
产；南段计划2025年全线贯通。贯
通后，最大输气能力可达每年 380
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亿人口。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累计输气逾100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