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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记者 17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
悉，为进一步提升临床专科能
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
域均衡布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近
日印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推
动临床专科能力建设的指导意
见》，要求全面加强临床专科能
力建设，构建我国临床专科建设
发展新格局，提高临床专科服务
能力和质量安全水平。

临床专科能力建设是医院
建设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医疗机
构服务患者的重要基础，是引领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容，对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和保障人民健康具有重
要意义。

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强化

各地临床专科能力建设制度和
政策保障，探索建立完善稳定的
投入机制和产出考核评估机制，
以优化专科组织形式、完善管理
运行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培养、
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提高医疗质
量安全为重点，实现我国临床专
科能力持续提升。

指导意见共提出了 13条具
体措施，其中明确，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要全面提升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急诊、精神科等人
民群众就诊需求高、就诊量大的
基础学科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
众基本看病就医需求；强化麻
醉、影像、检验、重症、病理等平
台学科的专业技术水平，提升平
台学科医疗服务支撑作用。同
时，要谋划打造优势专科和特色

专科，多学科融合促进技术创新
发展，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等。

根据指导意见，到 2025 年
末，进一步夯实基础专科和平台
专科的能力基础，在部分发病率
高且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
重大疾病的专病诊疗模式和学
科组织形式上有创新性突破，建
设一批特色临床专科，为患者提
供一站式、全流程诊疗服务。

到 2030 年，实现以城市为
单位，针对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
重大疾病均有优势专科；省域内
基本建成系统连续、特色鲜明、
学科融合、优质高效的高水平临
床专科群，医疗质量安全水平和
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大病不
出省基本实现。

新华社北京 7月 17日电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7日18时
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
警，预计 17 日 20 时至 18 日 20
时，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
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
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
很大（红色预警）。

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广

西崇左市的扶绥县、江州区、宁
明县，防城港市的上思县；橙色
预警区域为广西南宁市良庆
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同时
指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
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
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
作。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
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新华社南宁 7月 17日电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了解到，鉴于广西当前的江河
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形势，按

照自治区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
预案，决定自 7 月 17 日 11 时将
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
Ⅲ级应急响应。

广西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为Ⅲ级

新华社北京 7月 17日电
记者 17日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
捞局获悉，针对即将到来的今
年第4号台风“泰利”，交通运输
部救捞系统已部署 11艘大功率
救助船和 5 架救助直升机进行
应对。

据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日12时起，
交通运输部启动防御台风Ⅲ级
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救助打
捞局针对热带低压移动路径和
海区特点，按照“早动员、早准
备、早部署、早落实”的防台工
作方针，科学调整东部海区和
南部海区专业救助力量。目
前，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和
南海救助局在台风影响区域共

部署包括“南海救 101”轮、“南
海救 102”轮在内的大功率救助
船 11艘、救助直升机 5架、应急
救助队8支，另有46艘打捞联动
船舶一同参与防台工作。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将继续密
切关注台风“泰利”的发展态
势，持续加强珠江口、琼州海峡
等地海上一线值班值守力量，
确保一旦有险情发生，能及时
处置应对，有效实施救助。

据了解，今年第 4 号台风
“泰利”于 17 日夜间登陆，台风
中心对南海北部海域及广东、
广西、海南沿海造成较强影响，
台风外围也将持续对南海南部
海域造成较大影响。

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部署
专业救捞力量全力防抗台风“泰利”

新华社上海 7月 17日电
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获悉，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魔都号”于 17 日早上解
缆离开码头，开始首次试航。

“爱达·魔都号”总吨位达
13.55 万吨，拥有 2826 间舱室，
可容纳6500多人，被誉为“移动
的海上城市”。根据计划，该船
将于今年年底命名交付。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开始首次试航

暑期是旅游旺季，文化和
旅游部 7月 17日发布暑期文明
旅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文明
观览、文明旅游。

针对遵守法规、尊重风俗，
文化和旅游部提示游客遵守生
态环境保护规定，不破坏植被，
不追捉、乱喂动物，不违法购买
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遵守文
物古迹保护规定，不涂刻、攀
爬。在场馆内参观不大声喧
哗、不违规饮食，遵守拍照摄像
规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以及
宗教信仰。遵守旅游场所规

定，服从工作人员疏导指引，听
从风险提示提醒。

针对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文化和旅游部倡议践行“光盘
行动”，杜绝餐饮浪费，拒绝食
用野味。不乱扔垃圾，落实垃
圾分类要求。优先选择公共交
通工具。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建
议合理安排行程，预约错峰出
行。尊重他人权益，尊重服务
人员劳动。遇到纠纷理性处
理，不采取过激行为。

据新华社电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暑期文明旅游提示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民
政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

“乡村著名行动”。该行动涵盖
地名方案编制、命名设标、文化
保护、采集上图、信息服务等地
名工作的各个环节，致力于提升
乡村地名建设水平，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这是记者 17日从民政
部 2023 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随着时代发展，现
代乡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乡村地名也呈现出数量密度需
求不断增加，需要整体性、前瞻
性规划设计，标准化程度要求提
升，人们对乡村地名的特色内涵
越来越重视等特点。

近年来，民政部不断深化乡
村地名信息服务，持续加强乡村
地名建设。聚焦乡村百姓出行

导航、快递物流不便的现实问
题，先后指导互联网地图平台规
范标注乡村地名 670余万条，新
增地名覆盖全国200余万个农村
居民点，搜索点击量累计达数十
亿人次，有力促进了乡村百姓出
行导航、快递进村、山货进城。

此次“乡村著名行动”明确
了 5方面 14项重点任务，具体包
括织密乡村地名网、健全乡村地
名标志体系、发展繁荣乡村地名
文化、深化地名信息服务、促进
地名利农惠农等内容。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
王晓东在发布会上介绍，从2023
年起，将利用 3 至 5 年时间使乡
村地名工作模式基本定型、工作
路径基本成熟，乡村地名及其标
识的广度、密度、精细度适应乡
村治理需要，乡村地名文化成为

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乡村
标准地名信息在各领域规范使
用，乡村地名管理服务水平实现
跃升，地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得
到充分显现。到 2035 年乡村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时，乡村地名
管理服务全面适应中国式现代
化需要，城乡地名公共服务实现
一体化、均等化，优秀地名文化
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地名
助力乡村振兴取得重大成效。

“我们给专项行动冠以‘乡
村著名行动’的名称，一方面，著
名作为动词使用时，有‘起名、命
名’的含义，体现要有好地名；另
一方面，著名作为形容词使用
时，有‘扬名、闻名’之义，也是希
望全国的广大乡村能够通过地
名闻名起来。”王晓东说。

民政部启动“乡村著名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文

全面加强临床专科能力建设

■ 相关新闻

西藏扎囊：沙漠公园引客来
在扎囊沙漠公园，游客在体验沙地摩托车（7月16日摄）。
时值暑期旅游旺季，位于西藏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的扎囊沙漠公园以独特的高原沙漠景观和

丰富的游乐项目吸引游客前来游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