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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傅，新年好！给您测个温，
请出示一下您的核酸检测报告和一码
通。”2月 7日，年后上班第一天，岳堃
垚仔细检查着公交驾驶员出行信息，
并配合消毒人员对调度室内外进行全
面消杀。

春节期间，西安公交人为确保市
民安全出行，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岳堃垚是西安公交八公司四车队
8路车调度班长。十多年来，几乎每个
假期都在岗值班，即使是轮休也始终
保持电话24小时畅通，随叫随到。

“今年春节与往年有些不一样。”
岳堃垚说，虽然全市人民众志成城战
胜了疫情，但复工复产后疫情防控工
作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公交车作为市
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疫情防控更

是重中之重。
“一定要保证安全行车，家人还在

等你安全回家吃团圆饭呢！”岳堃垚边
说边把N95口罩与一次性橡胶手套递
给驾驶员，叮嘱他们开车时务必戴好，
并监督乘客扫一码通、戴好口罩。

放车、算车距、运用智能调度提示
驾驶员安全驾驶，岳堃垚熟练运用调度
技能，从容处理各种线路运营情况，为
市民出行畅通保驾护航。她说：“在万
家团圆之际，守护每一位乘客安全到达
目的地，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

春节期间，为避免公交驾驶员宿
醉或者酒驾，从源头上杜绝酒后驾驶，
西安公交公司开启对驾驶员酒精检测
严查模式，每位驾驶员出车前都要经
过酒精测试，合格后方能上岗开车，以

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张龙飞是西安公交八公司营运安

全科工作人员，春节期间，他每天的主
要工作就是在调度站进行酒驾测试。
2月 3日 5时许首班车发车前，他就早
早来到15路车调度站。

有熟悉他的司机打趣说：“咋来这
么早。”张龙飞笑着说：“就是怕你们昨
天都陪家人喝酒了，所以今天更要严
查。”随后，他拿出检测仪，来到首班
车驾驶员跟前：“来，对准吹气，等待
检测数值。”等测试合格后，让驾驶员
签字发车。

“春节期间，乘客安全我才安心。”
张龙飞说道，人安全、车安全，保证市
民出行安全，是他这个春节做得最有
意义的事。 本报记者 赵院刚

西安公交人：守护乘客安全出行的卫士

春临长安，福喜盈门。西安永兴坊
非遗美食街区游人熙攘，舌尖上的陕西
美味人气爆棚。

春节假期虽已结束，但西安的年味
儿还在继续。2 月 10 日，记者走进永兴
坊，大红灯笼亮起来了，美食工匠也开始
忙碌起来，红红火火的年货摆满街区。

东广场有烟火味十足的各地新年美
食，西广场陈列着各具特色的非遗老虎年
画展打卡墙。街区里游客如织、热闹非
凡，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热热闹闹
的烟火气回来了。

如今西安永兴坊是陕西各地美食网
红打卡地，在这里大伙儿可以“一站式”
尝遍各种陕西美食。陕南街的核桃馍、
汉阴白火石汆汤，陕北街的子长煎饼、延
安羊蹄等，关中街更是有凉皮、肉夹馍，
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陕西美食真不
错，早就想来永兴坊体验一番。”山西游
客赵彩丽说。

今年过年，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需
要，许多人都选择就地过年。永兴坊特
别推出了“虎年烟火气·年味永兴坊”系
列活动。通过文艺汇演、非遗展示、美食
集市等丰富的活动内容，让广大市民和
就地过年的群众一饱眼福和口福。

永兴坊还汇聚了 107 个县区的标志
性年味美食，在永兴坊牌楼处形成“最全

陕西美食年夜饭，百县美食献福春”，邀约为抗疫作出
贡献的一线工作者一起品尝。

美食美景与长安百姓相融，到处充满着平安祥和的
氛围。西安市民张廷海表示：“每年过节，都会来永兴
坊感受浓浓的年味！” 实习记者 郝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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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永兴坊非遗文化特色街区游览游客在永兴坊非遗文化特色街区游览。。

近日，西安工务段团委组织团员青年成立“红马
甲”路外安全宣讲小分队，深入铁路沿线人流密集处
所开展路外安全宣传教育，增强沿线群众维护铁路治
安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马小妹 摄

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活跃了夜间经济。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各地夜间文化活
动和餐饮、旅游消费变得愈加活跃，仅含有
夜游类景区的订单占比即达35%。这提醒
我们，挖潜夜间经济重在推陈出新，进一步
增强夜间消费的体验感和便利度。

夜间经济通常指以服务业如休闲、
旅游、购物、餐饮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城
市消费经济，涵盖了线上线下、实物及虚
拟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受疫情影响，我
国消费仍处于恢复发展过程中，而夜间
经济发展对促进消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有关市场研究报告认为，2020 年中
国夜间经济规模已突破30万亿元，预计
2022年将突破40万亿元。

不过，夜间经济的发展同样存在不
少问题。

从业态来看，各地夜宵、夜购以及美
发美容等夜间生活服务消费较为活跃，
但演唱会、音乐会、话剧、电影等夜间文
化娱乐消费活跃度存在较大差异，特别
是其他城市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差距较
大；从融合程度看，夜间经济融合发展有
名无实的情况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一
些商圈、景点“招客容易留客难”，消费额
不高，面临盈利难题；从服务配套看，夜
间经济需要相关服务行业的高度协调发
展。比如，消费者夜间通勤需要地铁、公交延长运营
时间。又如，社会治安、人流拥堵的疏导应有预案，疫
情防控常态化应得到充分保障。

不难看出，夜间经济发展涉及城市管理、环境卫
生、交通便利方方面面，是一道涵盖了经济发展、城市
治理的综合题。推动夜间经济健康发展，充分挖掘夜
间经济潜力，要因地制宜，找准主要发展方向。

一是要将多元文化深度融合到城市夜景营造，开
发多样化、主题性、特色类的夜间文化体验项目，增强
夜间消费的体验感和便利度。二是要将夜间经济作
为城市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整体发展规划，着力
抓好城市夜间经济规划布局，合力推动夜间经济成为
我国城市经济一张亮丽的名片。三是要发展新模式
新业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调整和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满足
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各类支持夜间经
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其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加
就业的同时，也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各级政府
要努力增加经济产品供给，同时补齐城市管理短板，
促进各方联动、优化市场环境，为夜间经济的健康有
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金观平）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2月 11日，记者从省民政
厅获悉，陕西省各级民政部门持续加大“僵尸型”社
会组织清理整治力度。截至目前，全省 2482家“僵
尸型”社会组织已完成整治 1547家。

据悉，自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
以来，省民政厅向各地民政部门印发通知，明确将

“依法对无故不参加年检、不正常开展活动的‘僵尸
型’社会组织进行清理”，并纳入 2021年度社会组织
重点工作考核任务。省民政厅结合 2019年度、2020
年度检查结果及日常监管情况，重点对两年及以上

“不合格”“不年检”及“失联”“失实”的社会组织纳
入“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清理范围。

陕西已整治1547家“僵尸型”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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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药价平均降五成，今年将有哪些“获得感”
改革交出亮眼“成绩单”

近年来，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改革不断推进。截至目前，国家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已经开展六批，共采购 234种药
品，平均降价53%，采购金额在公立医疗机构
年药品采购总额中占比30%。

价格下降是否会影响药品质量？还有
哪些高价药品和耗材能够“入围”集采？今
年百姓用药还会有哪些“获得感”……在2月
11日举行的深化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改革进展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国家医保局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大众
关心和期待的多个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降价不降质

一直以来，集采中选药品和高值医用耗
材的质量安全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和讨论
的热点。

“从中标企业中标以来的情况看，药品
价格降了 50%左右，这实际上是跟原来过高
的销售费用做了置换。”国家医疗保障局副
局长陈金甫表示，带量采购、招采合一，企业
从私下跑医院、跑药店，变成面对面的质量

竞争、价格竞争。
据笔者了解，在价格下降的同时，药品

和耗材的质量非但不降，反而有提升的趋
势。以心脏支架为例，国家医保局数据显
示，原来在支架产品中，1/3是不锈钢的，现
在中选的产品中铬合金使用率达到 95%。

“我们始终将集采中选产品的质量监管
作为重中之重。截至目前，根据产品抽检
和不良反应监测结果，国家集采中选品种
还没有发现质量异常。”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药品监督管理司负责人李茂忠说。

“种口牙买套房”何时终结

“种一口牙在县城买套房”的时代，快要
结束了吗？

去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聚焦心内科和
骨科两个群众最为关注的领域。吹风会上
数据显示，心脏支架平均降幅达 93%，人工
髋关节、膝关节平均降幅达 82%。

今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将重点聚焦骨
科耗材、药物球囊、种植牙等品种。“力争使
高值医用耗材品种达到 5个以上，成为新的

集采常态。”陈金甫表示。
种植牙是缺牙修复治疗的一种重要方

式，咀嚼效果好、使用寿命高等优点让种植
牙备受患者青睐。但是其高昂的价格也常
让人望而生畏。

去年，四川组织省际联盟就部分口腔类
高值医用耗材信息进行采集。这让很多患
者看到了种植牙降价的希望。

“力求在今年上半年推出种植牙集采
的地方联盟改革，这是一种新的集采方
式。今后，集采规则将不断进行创新，既要
符合产品质量要求，又要符合临床需要，还
要切实让企业、患者能够共享改革成果。”
陈金甫说。

未来将有更多好药“入围”

近年来，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改革不断推进。从 3年的改革累计
成果来看，国家组织集采节约费用在 2600
亿元以上。

“从取得的成效来看，集采规则不断优
化，质量监管更为严谨，供应保障更为稳

定，使用政策更为完善，总体呈现出‘价
降、量升、质优’的态势。”陈金甫介绍说，
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已经形成常态化格
局，集采竞价规制、质量、供应、配送、使
用的保障机制和配套政策也日趋完善和
优化。

未来，如何推动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
提速扩面，让百姓享受到更多低价好药？

“三大领域全覆盖，没有侥幸带金销
售的生存空间。”陈金甫表示，2021年已经
开展了胰岛素的专项采购，首次将集采从
化学药品拓展到生物药领域，今后将在化
学药、中成药、生物药三大领域全方位开展。

据了解，目前，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第
七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力争到今年年
底，通过国家组织
和省级联盟采购，
实 现 平 均 每 个 省
覆盖 350 个以上的
药 品品种，高值医
用耗材品种达到 5
个以上。 （张菁）

据新华社电 2月 15日，将迎来壬寅虎年的元
宵节。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的元宵月不是“十五
圆”，也不是“十六圆”，而是“十七圆”，最圆时刻出
现在 2月 17日 0时 56分。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科普专家林愿
介绍，每逢农历十五左右，月球上亮的一面全部对着
地球，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称为“满月”。

统计发现，“满月”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农历十六，其
次是农历十五，再次是农历十七，最少的是农历十四。

“像今年元宵节这样‘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是比较少见
的，上一次出现还是在2013年2月26日（正月十七），下
一次将在2029年3月1日（正月十七）再现。”林愿说。

元宵节当晚何时赏月最佳？日落后两小时是赏
月的好时机。“一是此时的月亮看起来感觉特别大；
二是月亮呈现漂亮的银白色，赏心悦目；三是月亮
的地平高度较低，适合拍摄‘连月带地景’的美照。”
林愿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夜时分月亮运行到正
南方天空。这时月亮的地平高度达到整夜最高，
万籁俱寂，“皓月顶空照”也别有一番味道。

罕见！
今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上接第一版）
从“天和”遨游星辰，到时速 600公里的

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从量子、干细
胞研究深入“无人区”，到大数据、人工智能
赋能各行业发展……一系列“硬核科技”印
证，创新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
新者胜。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作出新常态的重大
论断，部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

“卡脖子”问题，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实现科
技自立自强；为让绿水青山重现，以壮士断
腕的魄力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略深化改革，基本
确立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四梁八柱”……扬改革创新之帆，“中国
号”巨轮向着更辽阔的水域破浪前行。

以人民至上的情怀，为百姓圆梦插
上翅膀——

农历小年刚过，汾河两岸瑞雪纷飞。
山西汾西县段村村民蔡文明家迎来一位
特殊客人。

“现在村里水、电、交通都很好，大家都
有事做、有收入，我们赶上了好时代，都是
托共产党的福、托总书记的福。”今年 61岁
的老蔡感慨道。

“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就是要让
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过得
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回应说。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追梦之旅，是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中“一个也不能少”的承诺，是打
好抗疫之战中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一个
都不放弃”的坚持。

立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着眼“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努力“让良好生态环
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既“完善
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

人民幸福，“国之大者”。
凝聚亿万人拼搏力量，用实干成就

梦想——
是什么，让云南大山里的教师张桂梅

即便身患多种疾病，豁出命去也要改变孩
子的命运？

是什么，让西藏玉麦乡原乡长卓嘎几十
年如一日，扎根祖国边陲、守护祖国边疆？

是什么，让一批批“逆行者”在抗疫关键
时刻，选择挺身而出、舍生忘死？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
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
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作出贡献。”在
扶贫战场献出年轻生命的黄文秀，用这句
话道出选择的真谛。

圆梦，没有躺赢的捷径，只有奋斗的征
程。无数普通人努力拼搏奋斗，凝聚起实现
伟大梦想的强大力量。

面向未来，圆梦愿景更美好
立春之日，北京“鸟巢”，一朵朵“小雪

花”汇聚成闪耀“大雪花”，守护奥运火种的
中国式“浪漫”，演绎出五洲四海“美美与
共”的动人乐章。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外媒评价，北京
冬奥会折射出“中国梦”的耀眼光芒。

梦想，点亮中国发展的未来。
虎年开工第二天，雄安新区按下“快进键”，

集中开工 43个项目，“未来之城”呼之欲出；
长江经济带沿线多个省市纷纷召开

“新春第一会”，围绕高质量发展加快部署
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广州白云
站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多地吹响开工号
角、掀起生产热潮……

开年之际，从北到南、自西向东，一幅
活力奔涌的生动画卷在中国大地渐次铺
开，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足音更加铿锵。

梦想，照见人民幸福的未来。
在浙江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街

巷随处可见色彩斑斓的墙画。800多人的
余东村，参与农民画创作的有 300多人。以
画“种”文化，共同富裕正在这里开花。

千里之外位于贵州省从江县的九曰村，
村民不用再为“方便”的事“头疼”。曾经，
上厕所是搭几块木板解决，如今，村子家家
户户都有干净的厕所，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

个中国人的梦。
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

所扶……既要安居乐业，也要蓝天白云，既
要公平正义，也要幸福安全，更多百姓将收
获实打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梦想，构筑天下一家的未来。
1月 29日晨，一列中欧班列从成都城厢

站缓缓驶出，开往 1万余公里外的德国纽伦
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5万列。

从 0到 5万，这支“一带一路”上的“钢铁
驼队”，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也是同舟
共济的生命纽带。

一组组数字见证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担当：中国已向 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提供超过 20亿剂新冠疫苗；每年从国外
进口商品和服务约 2.5万亿美元；“一带一
路”建设 8年来，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
计超过 10万亿美元……

梦想联通世界，奏响中国与世界发展交
融的乐章。

“双奥之城”北京，正在上演一场“冰雪
奇缘”，辉映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

奥运健儿的拼搏身影点燃奋斗追梦的
精神，吉祥物“一墩难求”展示出中华文化
的风采与魅力，疫情下克服困难成功举办的
盛会凝聚起人类团结向前的力量……

有梦想，就有未来。追梦的新征程上，
我们团结奋斗，一起向未来！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刘夏村 周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