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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凌晨 ， 随着X9689
次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图定班列驶
出铁路怀化西编组站， 湖南怀化
国际陆港东盟班列累计发运数量
突破1000列。

怀 化 是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13+2” 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成员
单位之一， 是湖南唯一的东盟货
运集结中心。 依托怀化—北部湾
港铁海联运和中老、 中越铁路国
际货运及中缅公路卡班等4条国
际物流大通道， 地处湘西山区的
怀化迎来向海发展的机遇， 吸引
西部陆海新通道70%的货物南下
通达东盟、 链接全球。

近年来 ， “不沿边 、 不靠
海” 的中部地区依托国际陆港这
一重要支点， 充分发挥其承东启
西、 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 不断
将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 内陆腹
地渐成开放前沿。

龙门吊起降不停 、 运 转 货

车往来穿梭 、 各色集装箱层层
叠放……近日， 河南中豫港务集
团郑州国际陆港多式联运集疏中
心场站里一派繁忙。不远处，火车
汽笛声不时响起， 发往德国汉堡
的中欧班列即将出发 。“今年以
来，我们已经累计开行772班。”河
南中豫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杨文俊告诉记者。

2013年7月18日 ， 首班从郑
州出发至德国汉堡的国际货运班
列开行， 郑州沟通世界的国际铁
路物流大通道由此打通。 截至目
前， 河南中豫港务集团累计开行
中欧班列近万列， 通达40余个国
家 ， 进出口货运量超650万吨 、
货值超327亿美元。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 “筋络”，
对外开放通道的畅通， 不仅促进
了枢纽经济的繁荣， 也带动了沿
线地区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升级。

日前， 在湖南省麻阳产业开

发区的长寿产业园里， 工人们正
在对湖南万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二期厂房的设备进行调试检
验。 “二期厂房预计8月中旬完
工， 建设完工后产能将进一步提
升， 并可为当地增加100余个工
作岗位。” 湖南万橡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凯峰说。

“公司将工厂落户麻阳， 很
重要的原因是看中了怀化国际陆
港的物流优势。” 沈凯峰告诉记
者， 作为一家研发、 生产脱蛋白
乳胶制品的企业， 公司每年需要
从东南亚进口大量天然乳胶原材
料， 依托怀化国际陆港的物流渠
道， 公司能降低三分之二的运输
成本。

依托大通道做大产业， 中部
地区更有底气借助国际陆港这个
支点去撬动更大的经济版图。

在河南， 以郑州为枢纽， 以
洛阳、 新乡、 南阳、 漯河、 商丘

等城市为节点的中欧班列支撑体
系已经形成。 “信阳绿茶” “跨
境电商” “宇通客车” “郑煤机
液压支架” 等越来越多的 “河南
制造” 搭乘中欧班列 （郑州） 走
出国门， 循着铮亮的铁轨走向班
列沿线， 为产品走出河南、 走向
世界， 深度参与世界产业分工创
造契机。

在山西， 得益于北出二连浩
特口岸的独特区位优势， 及满洲
里、 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方向中
欧班列的全方位布局， 传统大宗
货物、 特色产品出口及跨境电商
等外贸新业态日益繁荣。 国际陆
港已经发展成为一批外向型企业
的 “孵化器”。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的 “同世界” 跨境电商交易平台
利用中部独特的区位优势， 与成
都、 杭州以及广州的保税仓建立
紧密合作关系， 上架商品品类超

3000种， 共同打造 “一件代发 ”
全球购模式 。 同时 ， 其打造的
“晋贸通 ”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
具备了完整的基础外贸服务功
能 ， 2023年实现营收2000万元 。
目前，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
司已经在德国、 西班牙、 马来西
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新西兰
6国布局了海外仓， 开启全球布
点之路。

业内专家表示， 中部地区是
我国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依托国
际陆港建设， 中部地区不断畅通
开放通道、 培育开放产业、 打造
开放经济， 走出了一条独具 “中
部特色” 的对外开放之路。 接下
来， 要通过提升加工贸易本地化
水平、 健全对外开放平台、 促进
港产城有机融合等手段， 进一步
放大枢纽经济能级， 助力中部地
区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
放高地。 据新华社

跨越山海逐浪高

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0日至23日在天津举行。
本届智博会以 “智行天下 能动未来” 为主题， 展览面积达10
万平方米， 设置人工智能、 智能网联汽车、 机器人、 智能制造
等 10大主题展区 ， 突出呈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顶尖技术
产品和发展成果。 图为工作人员在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 内
布展调试。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
府近日表示， 在瑞士洛桑国
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
《 2024年 世 界 竞 争 力 年 报 》
（年报） 中， 香港排名上升两
位至全球第五位。

在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
素中，香港“营商效率”和“基
础建设”排名明显上升，跻身
全球前十名；“政府效率”排名
高居全球前三名之列；“经济
表现” 的排名也大幅改善，反
映2023年的经济复苏。子因素
方面，香港“国际贸易”和“商
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税务
政策”“国际投资”“基本基础
设施”“金融”以及“教育”也位
列全球前五名。

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
示，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
的年报， 在综合客观数据以
及商界意见等因素后， 继续
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
的经济体之一。 在中央的坚

实支持下， 香港经济自疫情
后持续恢复， 特区政府推出
多项措施坚定市场信心， 并
通过举办盛事活动带动旅游、
促进消费， 巩固经济复苏势
头； 同时大力吸引世界各地
的企业 、 资金和人才来港 ，
积极推进金融、 创科、 贸易
等优势范畴的建设， 拥抱绿
色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 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推动经
济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 这
些工作都正在稳步推进， 取
得良好进展， 并获广泛认同。

发言人说 ， 展望未来 ，
香港将会继续发挥好 “超级
联系人 ” 和 “超级增值人 ”
的角色和功能， 积极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 对接好国家发
展策略， 持续扩大经济容量、
培育新增长点和提升竞争力，
让经济发展攀上更高的台阶，
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 更
好的发展机会。

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开幕

———中部地区国际陆港发展建设观察

《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上升至第五位

新华社电 十年来， 全国新增
水利工程供水能力约2000亿立方
米， 是上一个十年的3倍； 新增耕
地灌溉面积约8700万亩 ， 全国耕
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55亿亩。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近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推动高
质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 以联网、 补网 、 强链为
重点， 推进以南水北调工程为代
表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 ， 统
筹区域水网和省、 市 、 县级水网
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实施的水
资源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 ， 随着流域防洪工

程体系 、 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 、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快完
善 ， 我国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实现
整体性跃升， 洪涝灾害损失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上一个十年
的0.51%降至0.24%。

坚持节水优先 ， 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能力得到提升 。 统计显
示， 十年来，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近一倍的情况下 ， 用水总量
实现零增长 ， 总体稳定在6100亿
立方米以内；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用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分别下降41.7%、 55.1%； 作为最
大用水户的农业用水效率持续提

升， 全国耕地灌溉亩均用水量降
至350立方米以下， 比十年前降低
了近13%， 在农业用水保持稳定的
情况下， 实现灌溉面积和粮食产
量稳步增加。

陈敏表示 ， 水利部统筹水灾
害、 水资源、 水生态 、 水环境治
理， 坚定不移深化水利改革 ， 增
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不断提
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 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能力 、 水资源优化配
置能力 、 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
理能力， 有效保障了我国防洪安
全、 供水安全 、 粮食安全 、 生态
安全。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 ，
2023年，全国2062家县医院参加县
医院能力评估， 覆盖全国98.6%的
县域，其中1894家县医院达到二级
以上医院医疗服务能力，1163家医
院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县
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一组组数据，划出群众 “家门
口” 看病健康获得感提升的轨迹。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进一步健全机制持续推
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
乡基层下沉有关情况。

85%对口帮扶县医院达
到二级以上医院服务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
长李大川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以
基层为重点，统筹各类资源为基层
服务，通过“以市担责、以院包院”
方式，采取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
队的方式，帮助受帮扶医院培养综
合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此外，持续开展三级医院对口
帮扶工作。组织全国1173家三级医
院对口帮扶940个县的1496家县级
医院，帮助县医院建强一批临床专
科、带出一批专业骨干、填补一批
技术空白、完善一批管理制度。

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目
前85%的对口帮扶县医院达到二级
以上医院服务能力， 其中44%达到
三级医院服务能力，较2020年分别
增长6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

李大川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
才、技术、服务可持续下沉和共享，
根据受援地区实际需求，开展疾病
诊疗、健康宣教和医务人员培训等
巡回医疗工作。同时，发挥信息化
支撑作用，推广“基层检查、上级诊
断”的远程医疗服务模式，拓宽帮
扶形式，提高支援效率。

超70%卫生院与上级医
院建立远程医疗关系

信息技术应用是赋能基层能
力提升的有效手段， 如远程医疗、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技术在提高
基层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全国70%以上的卫生院已与上
级医院建立远程医疗协作关系，县
域医学影像中心已覆盖50%的乡镇
卫生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
司司长傅卫介绍，近年来，国家卫
生健康委指导各地加快基层信息
化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数字化、智能化
应用水平。

比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通过智慧门诊、 移动查房等形式，
在西藏日喀则市仲巴县、新疆伊宁
市等多个帮扶县域，开展神经系统
疾病、感染性疾病、皮肤病等远程
医疗支持； 四川省针对革命老区、
脱贫地区、民族地区、盆周山区等
基层医疗机构，打造覆盖省市县乡
四级的 “5G+专网 ”远程医疗网和

基层卫生信息网……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徐斌

介绍，当地推动技术下沉，提升资
源效能，开展远程会诊、远程影像、
远程心电等医疗服务，真正实现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

2023年全国乡镇卫生院
向村卫生室派驻医师超20万
人次

依托联合门诊、联合病房等方
式，部分地方打造出“病人不跑、专
家跑”的模式，让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
长毛颖看来，这一模式不仅节省了
群众时间、精力和花费 ，也有效缓
解了目前医疗资源分配相对不均、
看病难的问题。

傅卫介绍， 初步统计，2023年
全国乡镇卫生院向村卫生室派驻
医师超过2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村
级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地守护
了农村居民健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于
被支援的医疗机构来说，将大医院
的支援转化为自身业务能力的提
升十分关键。河南省巩义市人民医
院院长郜炎辉介绍，对口支援医院
累计派驻76名中级以上职称的专
家进行驻扎式帮扶 ， 通过教学查
房、手术指导等方式，帮助该院三、
四级手术比例提升到57%。

据新华社

从多组数据看进一步解决城乡医疗资源不均衡“瓶颈”

我国十年来新增水利工程供水能力约2000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