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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入心田
——乡村移风易俗成效见闻

新华社记者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持续深入推进
乡村移风易俗，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
办等切实减轻群众负担，“零彩礼”“低
彩礼”在一些地方悄然成风。同时，各
地坚持树立新风与尊重传统并举，在移
风易俗过程中讲方法重引导，顺应时代
变迁、立足实际情况，不断推动文明新
风尚在广袤的乡土间流淌。

红白喜事“适度办”深入人心
婚车是朋友们凑的8辆小轿车；婚

宴上主要是大锅菜、家常菜，用的烟一
盒不超过10元，酒整箱不超过200元；
没有花“重金”请吹鼓手、歌舞团……这
个“五一”假期，河北省宁晋县孙村村民
吴会强为儿子吴嘉奇、儿媳魏亦凡操办
婚礼，整个婚礼花费大幅下降。

邢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
明办主任薄国纯说，以前村里人办酒席
暗自较劲，比排场、拼档次，谁家办事节
俭反而被认为实力不行。为此，邢台市
近年来多措并举，通过细化村规民约、
规范红白理事会章程、推广文明积分制
等举措，综合治理人情攀比、铺张浪费
等现象，培育红白喜事“适度办”的文明

乡风。
不少地方还专门提供红白喜事活

动场地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广西壮族
自治区文明办主任古晓峰介绍，广西在
不少乡村探索建立举办红白事指定用
餐地点的“新风食堂”，成效显著。

广西玉林北流市石窝镇上珍村党
委书记李锋说，2023 年村里有指定用
餐地点后，村民更加自觉遵守规定，喜
宴桌数从原来的50桌降到20桌，标准
从原来的每桌1000元降到380元，白事
宴席标准从原来的每桌 800 元降到每
桌 200 元，桌数也大幅下降，获得了村
民欢迎。

“零彩礼”“低彩礼”新风渐起
今年年初，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的

魏丽华与丈夫完成了结婚登记，没有收
彩礼，而是为父母缴纳了养老保险。

“县里倡导‘不送彩礼送保障’，女
婿可为岳父、岳母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缴满15年后，岳父、岳母每月可领
取一定数量养老金。”大田县民政局党
组书记、局长黄桂珍说，当地通过征求
意见，还提出了彩礼的倡导性标准，即

彩礼不应超过近三年全县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总和，切实减轻了人们负
担。

近年来，面对不断攀比的天价彩
礼，部分地区倡导“零彩礼”“低彩礼”获
得群众欢迎。

公益红娘组织也在彩礼新风中发
挥作用。前不久，河北省成安县郑家庄
三村村民王天印和路珂举办了一场简
约又庄重的订婚仪式，仪式没有去酒店
大操大办，而是邀请双方亲朋好友到镇
里的俏红娘工作室，共同分享订婚蛋
糕。

成安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利
梅说，成安成立了多个公益红娘组织，
对需要依靠公益红娘组织介绍对象的
青年群体，要求他们遵循移风易俗相关
要求，在适度简办的基础上，尤其提倡

“低彩礼”“零彩礼”，切实减轻村民家中
负担。
弘扬传统美德与培育文明新风并重

前些日子，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王
集村村民李丰收为父亲举办葬礼，当
天，不少人前来悼念，习俗一项不落。

葬礼结束后，前来帮忙的红白理事会成
员和参加葬礼的村民一起吃了顿大锅
菜。

王集村红白理事会成员李高照说，
此前村里办白事至少得准备八菜一汤，
还要专门设宴接待来帮忙的人，有时甚
至要请戏班子，一场白事办下来花费好
几万元。移风易俗后摒弃了各种不必
要的活动，李丰收这次整体开销只有
1000多元。

“移风易俗不是简单地删繁就简，
不攀比少花钱、重仪式有意义、讲方法
会引导，才能真正得到群众认可。”河口
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陈锋之说。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宗
世法说，移风易俗主要是改变“变味”的
风俗，树立新风要和尊重传统民风民俗
并举。为让红白喜事简约不简单，在具
体操作中，可对仪式进行适当创新，增
加一些富有意义、积极向上的环节，尤
其是注重情感交流，强调红白喜事的本
质是亲情、友情的表达，而非形式上的
攀比。（记者赵鸿宇、林凡诗、丛佳鑫、吴
剑锋、蒋成）

让群众看上病、看好病、少跑腿、少花钱，是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国家卫生健康委7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用一组组数据勾勒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
质量发展的成果。

建设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介绍，

我国已设置13个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建设125个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114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这些医疗中
心的设立，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

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在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
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在全国县级层面全面推进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群众提供预防、治疗、康复、健康
促进等一体化、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

朱洪彪介绍，围绕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国家卫生
健康委还支持建设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961个、省级
3800 个、市县级 11000 个，开展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
动，推广预约诊疗、多学科诊疗、日间手术、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等便民惠民措施。

基层诊疗量占比52%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如何确保基层医疗机

构和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朱洪彪介绍，近年来，我国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三年行动，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
伍建设，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等，助力群众看病
就医更便利。

“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是各级各类公立医院的
高质量发展，目的就是要让群众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朱洪彪说，2023年基层诊疗量
占比达到5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群众的吸引力正
逐步增强。

5500多家医院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改进医疗服务模

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邢若齐介绍，一方

面通过完善预约诊疗制度、畅通转诊渠道，探索预就
诊、预住院等方式，缩短患者的等待时间；另一方面简化流程，通过建立“一站
式”服务中心、推行“一次就诊付费一次”等，减少患者来回奔波。

此外，完善多学科诊疗制度，开设麻醉、疼痛、健康管理等新型门诊，也能
满足患者多样化的需求。

据介绍，目前全国有5500多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提供“一站式”服务，出
院患者当日结算率达到77.7%。多学科诊疗服务模式推广至全国2400余家二
级以上医院。2800余家二级以上医院至少开设了一类新型门诊。

打造14家公立医院样板
2022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选择14家公立医院作为试点，通过委省共

建，打造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朱洪彪介绍，这些试点医院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

加强核心专科能力建设，提升重大疾病的诊疗能力和诊疗效果。同时，紧盯
国际医学前沿，在脑科学、再生医学、生物医学等关键领域协同攻关，并推进
管理创新，提升医院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

据介绍，两年多来，试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试点医院的疑难复杂疾病救
治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医院运行效率等，普遍好于同级医院平均水平。

朱洪彪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以人才、创新、技术、信息等为重点，推动试点
医院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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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9时4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
功将智慧天网一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新华社发（鲁浩 杨熙摄）

我国成功发射智慧天网一号01星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周
圆） 应急管理部综合减灾和改革协
调司司长吕红频8日表示，建设国家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库是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
重要任务，目前这项任务已经基本完
成。

在当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吕红频介绍，整个数据库由1个国家
级综合库、10 个国家级行业库和 31
个省级数据库构成，基本做到了“技
术标准统一、分类分级管理、纵向横
向联通、共建共享共用”。

国家基础数据库包括23种致灾
因子数据，27种承灾体数据，以及灾
害风险评估、风险区划、防治区划成
果数据等，其中国家级综合库已经存
储了超过17亿条各类风险数据。数
据库以“服务业务”为导向，通过建设
标准化服务能力，便捷连通有关业务
系统，提供数据成果服务。比如，一

旦发生重大地震，可以立即调取震区
相关数据，快速形成报告，支持抢险
救援决策。此外，有关方面还把数据
加工处理形成多样化产品，按一定渠
道提供给科研教学工作者和社会公
众使用。

吕红频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做
好国家基础数据库日常运行管理工
作，根据情况变化，开展常态化数据
更新，做好共享服务保障工作。同
时，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
术，做好数据挖掘，形成适应不同应
用场景的服务产品，努力发挥普查成
果的最大效益。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
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
作，也是一项重大的国力国情调
查。2020 年 5 月，国务院决定开展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此次普查调查成果已于去年2月
15日发布。

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基础数据库基本建成

京津冀协同修复治理
永 定 河 成 效 初 显

新华社天津 5 月 8 日电（记者徐思
钰）记者从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 2022
年春季补水至今年4月底，天津市境内
永定河保持有水 719 天，永定河上游生
态补水后流入天津市境内水量2.84亿立
方米，区域协同修复治理永定河取得一
定成效。

据介绍，永定河是京津冀晋地区的
重要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
地跨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5
个省区市，流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其
中天津境内 334 平方公里。近年来，国
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永定河
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提升流域协同治
理能力，改善河湖生态系统质量。

近日发布的《2023年度永定河综合
治理与生态修复评估报告》显示，与
2016年相比，永定河2023年全年Ⅲ类水
质及以上河长占比由34%升至95%。永
定河平原区地下水回升4米，河道防护

林面积从0.24万公顷增至3.3万公顷，生
物多样性显著提高。

天津市水务局副局长王立义表示，
在永定河治理修复中，天津水务部门从
河道清淤扩挖、新建拦河闸、堤岸绿化、
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开展治理，做到统
一规划、统一治理。同时积极优化调度
各种水源，落实京津冀水务部门跨区域
的生态补水调度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
席会议，加强水位、流量等监测信息共
享。

此外，受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
水影响，永定河河床受到冲刷淤积，行泄
洪能力受到影响，天津水务部门抓住灾
后恢复重建的机会，与河北、北京进一步
完善永定河生态水网体系，开展行洪能
力提升工程建设，协同调度生态补水，使
永定河成为“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
的河、安全的河”，实现了流域长效治理、
全年全线有水、河湖生命复苏、共享优美
生态、协同高质发展。

水星10日上演西大距 黎明时会短暂“现身”
新华社天津5月8日电（记者周润

健） 水星将于本月 10 日上演西大距。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本次大距期间，水
星的地平高度很低，观测难度较大，但
对敢于挑战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是一
次难得的机会。

相对于地球的位置，可以把太阳系
内的行星分成两类，一类是地内行星，
一类是地外行星。地内行星指的是在
地球轨道以内运行的水星和金星，从地
球上看起来，它们总是在太阳附近来回
摆动，最大不会超过一个特定的角度。

就水星来说，这个角度不会超过28度。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杨婧表示，想一睹水星“真容”，
要等到它与太阳的角距离达到最大时，
也就是从地球上看水星距离太阳最远
的位置。如果水星出现在太阳东边，称
为东大距，此时水星在黄昏时的西边低
空出现；如果水星出现在太阳西边，称
为西大距，此时水星在黎明时的东方低
空出现。每年通常会有6至7次水星大
距，其中包括东大距和西大距。

每次西大距，水星比太阳先升出东

方地平线的时间长度并不完全一样，有
时会早一些，有时会晚一些，这造成了
观测条件好坏不一。比太阳升起得越
早，天空背景会更黑一些，观测到水星
的可能性就更大。

“今年水星会发生 4 次西大距，这
是第 2 次，尽管水星的亮度可以达到
0.5等，但却是观测条件最不友好的一
次。这是因为，水星虽然先于太阳升出
地面，但升起时天空就已经开始发亮，
可观测的时间非常短暂；水星与太阳的
角距离虽然达到 26 度，但日出时水星

的地平高度只有10度，很低，容易受到
低空大气的影响和地面建筑物、树木等
的遮挡。”杨婧说。

观测水星不限于西大距当天，前后
一周之内都可以，但需要晴好通透的天
气条件，还要避开地面建筑物、树木等
的遮挡。

“观测可以在日出前1个多小时开
始，到日出前近半个小时结束。观测时
最好能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或大口径
双筒望远镜，成功率将会大大提高。”杨
婧提醒说。

青海在15个省市实现
清洁能源优化配置

初夏延安展新绿

这是5月7日拍摄的延安清凉山风光。
初入夏季，位于黄土高原地区的陕西省延安市草木葱茏，一片勃勃生

机。近年来，延安市持续实施植树造林，科学推进国土绿化，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新华社西宁5月8日电（记者解
统强） 记者从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
公司获悉，为推进清洁能源高水平
消纳与大规模输送，青海加快融入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探索跨省跨
区新能源电力交易机制，利用大电
网与山东、重庆、上海、河南、江西等
15 个省市进行对接，实现青海清洁
能源的优化配置，非水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稳居全国首位。

据介绍，青海以优质清洁能源
的规模化开发及高效送出，打造适
应大规模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送端能
源电力发展模式，不仅满足青海省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需
求，更能解决我国能源资源和消费
逆向分布，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新战
略。

“2023年，青海电网成为西北地
区首个受、送能力均超过千万千瓦
的省级电网。”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
公司市场营销部市场处副处长孙剑

影说，青海电网已建成东接甘肃、南
联西藏、西引新疆和直通中原的交
直流混合型多端枢纽电网，是我国

“西电东送”的重要通道之一。目
前，青海电网对外交易电量占比超
过30%，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较高。

跨省交易有效促进新能源消
纳。今年一季度，青海新能源发电
量127.3亿千瓦时，同比提升20.4%，
一季度新能源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
51.3%，成为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发
电量超50%的省级电网。

“从能源结构和节能降碳等数
据看，目前青海已初步具备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形态。”国
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
副主任张桂红说，青海是我国重要
的清洁能源、新能源生产基地。2023
年，青海新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水
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自此，青海
构建起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占比均
为主体的“双主体”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