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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博览

新闻速读

古有“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女娲
补天”，今有“神舟”飞天、“北斗”引路、

“嫦娥”探月……星辰大海的征途上，近
年来不断留下的精彩中国足迹，成为国
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的新窗口。

6 月 30 日，来自 41 个国家的 55 位
驻华使节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解
中国航天发展历程，感受航天科技的先
进技术和丰硕成果。

在航天电子展厅，多项技术应用成
果引人注目：中国“句芒号”卫星的升
空，标志着中国碳汇监测进入遥感时
代；航天微电子技术，为火箭和卫星提
供了可靠的“大脑”与“神经”；医疗救援
直升机、无人机等，能够提升灾后应急
响应与救援效能；低空经济智能平台在
城市空域交通、物流等领域应用，让未
来城市越来越近……

使节们紧随讲解员仔细聆听，不时
提问交流。

“洪都拉斯地处拉丁美洲的热带地
区，饱受飓风和气候变化影响，迫切需
要大气及气候监测技术。”洪都拉斯驻
华大使蒙卡达说，“同时，洪都拉斯遭受
破坏的热带森林资源，也亟需完善的监
测系统。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的技术
为拓展合作开辟了空间。”

泰国和中国在航天领域有着良好
合作基础。在泰国驻华公使陈文斌看
来，尽管泰中合作已硕果累累，但此次

目睹无人机系统在交通管理、森林火灾
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后，他认为两国还能
进一步挖掘航天合作潜力。

空间站核心舱等比例模型、神舟十
七号返回舱实物、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
样品……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示
中心内，珍贵的展示品激发使节们深厚
的探索兴趣。他们驻足观看，详尽了解
中国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和各类应用
卫星等领域的辉煌成就，更通过零距离

“触摸”，直观感受中国航天事业坚实的
发展进程。

建成空间站、实现人类首次月球
背面采样返回、规划建设国际月球科
研站……蒙卡达大使一一列举中国航
天事业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由
衷感慨在过去短短几十年里，中国航天
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很钦佩中国
在航天技术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我看到了中国在外层空间探索领
域的引领作用和一整套先进的技术设
备，特别是当我们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幕
后推动者交流后，更受启发。”阿根廷驻
华大使马致远说，中国对航天科技发展
的开放姿态令人印象最为深刻——“中
国乐于与国际伙伴合作，共享智慧和科
技成果”。

如今，中国同 50 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签署近 200 份政府间航天合作协
议、牵头发起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多

边合作项目、与巴基斯坦签署选拔训练
航天员合作协议、和巴西联合研制地球
资源卫星……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嫦娥
七号还将搭载来自埃及、巴林、泰国、意
大利、瑞士等国的载荷飞往月球。

在展示中心的国际合作项目展板
上，玻利维亚驻华大使西莱斯看到自己
国家的图标，立刻请工作人员帮忙合影
留念。“得益于中国的帮助，玻利维亚拥
有了自己的通信卫星，切切实实惠及了
我们的民众。”他说，玻中合作不仅看重
中国航天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更重
要的是，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不是限于
自身的发展，而是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
作出贡献”。

在中国援建的航天测控站里，闪耀
着纳米比亚年轻人才的身影；当中国航
天员翱翔寰宇，纳米比亚的国旗也被带
向星辰大海；中国航天员数次与当地青
年学子交流互动……细数两国合作成
果，纳米比亚驻华大使凯亚莫动情地
说：“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因为中国
始终将纳米比亚和非洲人民的福祉放
在心头。”

“我常常说，中国拥有许多值得向
世界讲述的精彩故事，航天故事无疑
是其中之一。”凯亚莫大使微笑着补充
道，“它让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独具魅力，
而纳米比亚也荣幸地属于这故事的一
部分。”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41国驻华使节探中国太空逐梦路：

“航天故事打开世界了解中国新窗口！”
□新华社记者 袁睿白鑫雨

超 16 亿人次！这是初步统计的
202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类总诊
疗量，也是自 2017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施行以来，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加快提升中药
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
医药健康促进行动被纳入健康中国行
动……今年以来，以中医药法为“纲”的
重磅政策密集出台，彰显着中医药在我
国卫生健康事业中的重要角色，推动着
中医药更好发挥其在维护和促进人民
健康、建设健康中国中的独特优势。

历经三十余载酝酿，我国第一部中
医药领域的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法
律——中医药法于8年前施行，这是中
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医药法为中医药事业的改革与
发展“指明了航向”，推动了一系列配套
法规和规范的出台：从《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意见》，到《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十四五”中医药发展
规划》……中医药政策法规体系搭起四
梁八柱；各项配套制度、医保支持中医
药发展以及加强中医药师承教育、科技
体系建设、中药材质量等方面政策，不
断为这一体系添砖加瓦。

在法律引领和政策支持下，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我国基本实现了地市办中医医院
全覆盖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设置中医馆全覆盖，中医类别执业
（助理）医师数达到 97.1 万人；摸清了

18817种中药资源本底，中药饮片抽检
质量整体合格率逐年提升至97%左右，
中成药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公民中
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提升达到
24.62%……

受益于这部法律，中医药事业和产
业蓬勃发展，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健
康获得感。

中医药服务更加普惠可及——
武汉市硚口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部设置了中医诊室、中药房、中医
健康教育室，配备了中药煎药机、腰椎治
疗牵引床、电热低频治疗仪等中医诊疗
设备，还成立了多个中医药专家工作室，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中医。

随着中医药服务网络延伸、服务能
力提升，中医诊疗量明显增长。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监测统计中心初步统计显
示，202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类总
诊疗量超 16 亿人次，较 2023 年明显增
长。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今年1月至5月的日均诊疗量就超过一
万人次。

中药品种加速“上新”——
小儿黄金止咳颗粒、芪防鼻通片、

小儿牛黄退热贴膏……2021年中药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已有 53 个中药
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包括 25 个古代经
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中药创新研发活
力不断增强。

不仅如此，儿童用药上市数量不断
增加。2019 年以来已有 6 个儿童专用
中药新药获批，为儿童用药提供了新的
选择。

中医药文化火遍神州——
中医药学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和人文精神，其倡导的“春捂秋冻”“寒
头暖足”“寓医于食”等养生理念和方
法，在中医药服务和文化活动中日益深
入人心。

中药梳、药枕、中药香囊等文创产
品热销，中式养生茶饮流行，中医药文
化夜市火爆出圈，中医夜校、夜间推拿
门诊吸引众多年轻人……传统中医药
正以各种“新姿态”拥抱现代生活。

在中医药法指引下，中医药的“国
际范儿”也越来越足：我国推动世界卫
生组织制订新一轮传统医学发展战略；
与世卫组织联合举办2024世界传统医
药大会，形成一系列务实成果，筹备成
立全球传统医学联盟；推动国际标准化
组织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发布121
项中医药国际标准……

中医药学作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其价值还远未被充分发掘：国家层
面有待出台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
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可以在中医药人才培养、诊
疗和知识普及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医药

“走出去”还需熟练掌握“国际通用语
言”，加强国际合作……

如何让千年智慧传得更远、走向更
广阔世界，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
题。

有理由相信，法律护航，中医药将
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中华瑰宝”
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年诊疗量超16亿人次！中医药法护航“中华瑰宝”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徐鹏航

新华社上海7月1日电（记者 陈
爱平）近两年来，蜜雪冰城、霸王茶
姬、库迪等内地茶饮品牌纷纷试水香
港市场；遇见小面、杨国福麻辣烫、小
龙坎火锅等内地美食品牌，也在最近
一年加快了入港脚步。

这是7月1日在上海举办的香港
助力内地餐饮食品企业“走出去”交
流会上，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
推广署联合香港内地餐饮协会发布
的内地餐饮品牌入港最新动态。

在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之际，香
港投资推广署与香港特区政府驻上
海经济贸易办事处1日在上海共同举
办推介会，为香港宽松的营商环境和
潜力巨大的到店消费市场做推广，希
望吸引更多内地餐饮品牌赴港发展。

香港投资推广署旅游及款待总
裁黄思敏就香港餐饮业市场环境和
实践案例进行了详细讲解，并现场宣
介香港最新招商引资政策。“香港已
成为内地各省份餐饮企业布局境外
市场首店的首选地，2024年有超过20
个内地中式餐饮品牌进驻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
办事处主任蔡亮与上海市人民政府
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叶靓也相继
发言，积极为沪港两地餐饮市场及知
名品牌牵线搭桥。

据悉，此次交流会是 7 月 1 日在
上海举办的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8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上海相关企业
代表近百人与会。他们还就品牌营
销、餐饮物流、投资融资等合作方向
展开研讨。

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
办事处1日晚还举办了“多面香港 无
限可能”主题活动，为沪港企业家提
供深入交流的机会。

香港邀更多内地餐饮企业
赴港发展

在世界贸易组织2025年“贸易
与环境周”期间，中方于7月1日在
日内瓦举办“绿色转型：中国经验
与建议”专题研讨会，获得广泛关
注。研讨会从地方、国家和国际三
个维度介绍中国推动绿色转型的
重要实践和成功经验，旨在推动各
方深入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努力，呼吁以多边合作促进全球范
围绿色转型。 据新华社

中国海油 7 月 2 日发布消息，
国内首批以城市垃圾为原料的绿
色甲醇，在海南洋浦港完成国内首
制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中远海运
洋浦”轮的加注作业。绿色甲醇由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以城市餐厨垃圾、动物粪便等废弃
物发酵产生的沼气为制作原料。
本次加注作业采用“陆—船”方式
完成，实现了首艘国产双燃料（甲
醇+柴油）船舶在国内港口的首次
绿色甲醇加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