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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王沪宁、赵乐际等在北京会见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2版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总结表彰大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参加大会

的受表彰、受嘉奖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

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参加会见。

上午10时，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前

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

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参加会见，并在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他指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胜利，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党的领导的政治

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要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强大动力，锐意进取、再接

再厉，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丁薛祥、杨晓渡、陈希、黄坤明参加会见，赵克志

参加会见并主持大会，周强、张军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受嘉奖代表颁奖。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受嘉奖干部代表

分别在大会上发言。

习近平会见全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代表

王沪宁赵乐际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革命文物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载

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

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

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

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

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习近平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

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

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

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

量，信心百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而奋斗。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30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会上传达

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在会上讲话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

明了革命文物工作的重大意义、

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革

命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做好

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根本遵

循。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充分认识革命文物

工作在见证革命历史、弘扬革命

精神上的重要作用，结合新时代

新要求，统筹做好保护、管理、运

用各项工作，推动革命文物工作

开创新局面。

国家文物局、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和江西、陕西、湖南有关

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中

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代表，革命文

物专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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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 琳

3月29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深入贯彻“十四五”规划，推进

中医药振兴发展有关情况。国家发改

委社会发展司负责人孙志诚在会上表

示，“十四五”时期，国家发改委将通过

长远规划引领、重大工程实施等举措提

升中医药传承创新、疫病防治、中西医

结合、专科特色等能力，从多个层面谋

划和开展工作，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

七方面支持中医药振兴
发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蒋健

介绍说，“十四五”时期，将启动国家中医

医学中心和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还

将依托高水平中医医院，建设国家中医

疫病防治基地和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孙志诚同时补充道，“十三五”时

期，国家发改委和卫生健康委、中医药

局一道紧密配合，大力支持中医药事

业的发展，总共安排中央投资超过

300 亿元，支持中医中药类项目建

设。“十四五”时期，国家发改委将具体

从七方面支持中医药的振兴发展。

打造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和区域中

医医疗中心。按照“揭榜挂帅”的工作

思路，开展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建设，努

力把它们打造成引领我国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前沿医学研究高峰、优秀成果

的转化高地以及顶尖人才的培养基

地；在区域医疗中心方面，在两年试点

基础上，把更多高水平的中医医院纳

入输出医院范围，引导患者流出比较

多、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建

设以中医为特色的区域医疗中心，以

此加快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和区域的

均衡布局。

加快提升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

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

心，在“十三五”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

形成若干中医药学术经验的继承重镇，

扩大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蓄水池，进一步

提升中医药临床研究水平，增厚中药新

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的实力。

打造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重大基

地。布局建设一批能在组建疫病防治

队伍、制定疫病防治技术方案、中医方

药研制攻关和医疗物资储备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的基地。通过基地建设，

提升中医药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等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

防控救治能力。

大力开展中西医结合有效模式的

探索和推广。在现有医院的基础上，

遴选一批中西医结合开展较好的医

院，进一步打造成中西医协同的“旗

舰”医院，为全国推广中西医结合模式

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促进省域优质中医医疗资源的扩

容下沉。要把省级优质资源扩容和下

沉到地市一级，在现有的地市级中医

医院当中选择一批中医特色重点医

院，做优做强中医优势专科，培养一批

能够扎根省域、地市的中医药学科带

头人和骨干人才，夯实中坚力量，使更

多群众在省域内就能够就近享有便利

和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继续加强重点脱贫地区县级中医

医院的建设。在脱贫摘帽后的五年过

渡期内，对脱贫县保持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政策的总体稳定，继续补齐县

级中医医疗服务能力的短板弱项，发

展壮大脱贫地区中医药事业。

大力支持中医药人才培养和学科

建设。继续支持医学院校的建设发

展，引导各地将中医药院校作为其中

重要的建设内容，来助力深化中医药

的教育改革，持续加力推动多层次中

医药人才培养。

发挥好中医药疫情防控
独特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在

抗击疫情中疗效显著，但中医药发展还

存在着优质中医药资源总量不足、标准

体系还不健全、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等

问题。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

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聚焦疫病防治能力建设，发挥好中

医药疫情防控独特优势和作用。完善

中西医结合救治机制，加强国家中医

应急医疗队伍和基地建设，深化中医

药疫病理论研究、中医药抗疫有效经

验总结和临床数据挖掘，科学总结中

医药防治的疗效成果。

在聚焦特色人才培养方面，于文明

表示，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施特色人

才培养工程，推动领军人才、优秀人才、基

层骨干实用人才等特色人才队伍建设。

同时，聚焦医疗资源提质扩容，推

进优质高效服务体系建设，启动国家

中医医学中心、区域中医医疗中心、中

医特色重点医院等建设，推进中西医

协同发展。聚焦高质量发展，促进传

承创新和中药质量提升。加强中医药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进道地中药材

生产基地、中药质量追溯体系建设，落

实中药注册管理改革举措。

“还要聚焦遵循中医药规律和

特点，建立完善评价和标准体系。”

于文明说，要健全中医药科研方法、

评价体系，完善临床疗效评价技术、方

法。推动中医临床诊疗标准、临床技

术规范的制定。

他透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加

强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一

带一路”重点国家双边合作和与世卫

组织等多边合作，让中医药“走出

去”。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发展

高地。

国家发改委将从七方面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
包括布局建设一批能在组建疫病防治队伍、制定疫病防治技术方案、

中医方药研制攻关和医疗物资储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基地等

天壤之接：嫦娥五号太空稻秧苗“安家”田间

3月29日，嫦娥五号搭载的太空稻种离开华南农业大学国家植物航天育

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温室，移栽到位于广州增城的华南农业大学试验田基

地。研究人员插秧时，以每穴单株的方法插入土里3厘米的位置，原则是“浅

而不倒”，既保护根部，又便于后期研究、跟踪。在同一块田地里，还有“长征

五号”稻种、重离子辐照稻种，后期研究人员将分别对深空搭载、近地轨道搭

载、地面模拟这三种稻种进行对照，以育选出最优品种。这批太空稻预计5月

底或6月初迎来抽穗期，7月上旬收获果实。共计40克的“天稻”于2020年11

月搭乘嫦娥五号登月，历时约23天、76万公里的“环月旅行”返回地球，并于

2021年2月26日完成播种。图为3月29日，研究人员在广州增城华南农业大

学试验田准备插种嫦娥五号搭载的太空稻秧苗。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