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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1 月 7 日电 （记者
朱 涵）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 11月 7
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永久会
址浙江桐乡市乌镇镇开馆，这是全球首
个以互联网为主题的大型科技馆。

巨大的机械翻转墙展示着全球互
联网发展的重要数据，13米高的书页
艺术影像将“数字敦煌”故事进行视觉
化演绎，参观者以互动方式感受互联
网连接太空、天空、地面、海洋的未来
场景……走进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
仿佛走进了互联网的历史长廊与未来
空间，科技馆展示了全球互联网关键技
术、标志事件、重要人物，勾勒互联网发

展进程。
“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旨在通过

用故事性和科技感相结合的方式，呈现
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世界互联网大
会乌镇峰会’。”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委
书记于会游介绍，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
馆共设“互联网创新全球共同平台”“互
联网支撑数字发展道路”“互联网塑造
人类数字文明”“互联网慧联空天地海
万物”“互联网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互
联网凝聚人类共同命运”6个常设展区，
同时也将为新产品、新技术的发布交流
活动提供新空间。据介绍，今年是世界
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举办的第十年。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记者
李 恒）不同医院之间，能否“一卡通
用”？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
7日表示，我国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居
民在就诊过程中使用任何一种身份证
件都能实现“一卡通用”的能力，下一步
将推动电子健康卡与其他卡、码协同应
用，进一步解决“一院一卡、多卡并存、
互不通用”等就医的堵点问题。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当天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毛群安介绍，国家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已基本建成，省级统筹区
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不断完善，基本
实现了国家、省、市、县平台的联通全
覆盖。

据介绍，目前已经有 8000多家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接入区域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20个省份超过 80%的三级医
院已接入省级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25个省份开展了电子健康档案省内共
享调阅，17个省份开展了电子病历省
内共享调阅，204个地级市开展了检查
检验结果的互通共享。依托平台，各地
通过办好“一件事联办”等关键小事，取
得了信息便民惠民的良好效果。

2022 年 1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
《“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提出
开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共享
三年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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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互联网主题大型科技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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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
解决“一院一卡”等就医堵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日电 由中央
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电总局、中
国记协等四部门组织的第十届“好记者
讲好故事”活动日前在京举行。中央主
要新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的 124
名优秀记者，集中参加选拔赛复赛和决
赛，展示了广大新闻工作者不断增强

“四力”、创新新闻舆论工作的新成效。
据介绍，“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

举办 10 年来，先后有 10 多万名新闻
工作者报名参加，赴 30个省区市组织
巡讲，在新闻单位和高校新闻院系举
办 110多场报告会。一批批优秀记者
真情讲述亲身经历的精彩故事，分享
深入一线采访的感悟体会。有的深入
革命老区记录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历

史进程，有的踏上高山之巅发现中国
工人用青春和生命维护能源安全的感
人故事，有的历经四年辗转 20多万公
里报道深藏功与名的志愿军老战士，有
的真情讲述农业、航空等领域的科技工
作者用青春和智慧浇铸大国重器……
这些故事，反映的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展示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实践。

中国记协相关负责人说，“好记者
讲好故事”，讲的有国家大事也有凡人
小事，折射出的是“国之大者”和家国情
怀。讲述这些故事的优秀好记者，常年
奔走在大江南北的各条战线，是忠实记
录新时代波澜壮阔奋斗历程的新闻工
作者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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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取得积极成效

一些中小学生乐享课间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贵州省贵阳市
花溪区花溪小学主校区，不少学生从教
室里鱼贯而出，来到操场上自由活动。
低年级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跳短绳，
高年级的学生则去打篮球、乒乓球。在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第一小学，课间10
分钟，也有不少学生走出教室，到操场
上自由活动。

在黑龙江、云南等地的一些中小
学，类似的场景也同样存在。

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湾塘小学，下
课铃声一响，操场瞬间被“激活”：女生

盘起腿跳“编花篮”，男生组队打三人篮
球，乒乓球台前，孩子们轮番上阵……

“我们要求所有孩子下课后必须出
教室，哪怕是喜静不喜动的女生，我们
都鼓励她们出去走走。”该校大队辅导
员杨清义介绍。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光明小学，学生
下课后来到运动场，按划定的区域分散
开，跳绳、踢毽子、玩老鹰捉小鸡……他
们玩得不亦乐乎，欢快的嬉戏声不断。

多措并举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记者调查发现，担心学生课间玩耍
时出现磕碰等意外情况，进而遭受不必
要的麻烦，以及学校空间狭小等，是部
分中小学生课间 10分钟活动受约束的
主要原因。

困难摆在眼前，这些学校是如何解
决的？

花溪小学校长王卡说，该校 4个校
区共有学生 4500 多人，其中主校区有
学生 1900 多人。为尽可能避免学生
课间活动时发生磕碰等意外情况，该
校在加强学生安全教育的同时，还安
排值日老师在操场和楼道巡查，提醒
学生注意安全。

包头市钢铁大街第三小学则根据
学生的喜好设置一些游戏，帮助他们转
移注意力，避免他们在课间无序跑跳和

打闹。同时，该校还建立制度，让学生
轮流当“安全监督员”，激发和提高他们
的自我管理能力。“实现课间 10分钟的
安全管理，既要理解学生，也要依靠学
生。”校长闫华英说。

昆明市盘龙区新迎第二小学占地不
足9亩，是一所有名的“麻雀小学”，全校
共有学生1383名，一块仅有两块篮球场
大小的操场是学校唯一的运动场地。

记者在该校看到，课间到操场跳绳
的学生不在少数。校长武截斌说，该校
自 1996 年建校以来，历任校长都十分
重视体育运动。学校场地小，他们就因
地制宜，选择对场地要求不高的跳绳，
作为学生的主要运动项目。

贵州省某小学副校长梁木（化名）
等人还指出，把校园安全风险排查等日
常工作做细致、做扎实，也能有效避免
学生课间运动时发生意外情况。

营造宽松包容的氛围

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儿童
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增长明显。根据《儿
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1）》，
我国 2010 年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率为
15.5%，2019 年上升至 24.2%，10 年间
增长了 8.7个百分点。《中国居民营养与
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则显示，我
国 6岁至 17岁和 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

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 10.4%。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说，

目前我国青少年的体质水平并不理想，
近视比例和肥胖比例都在增高，更需要
进行体育锻炼，保障课间锻炼的正常开
展是最基础的要求。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院院长
王宗平认为，课间 10分钟的设置非常
符合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缺乏运动
和锻炼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等问题
多发的主要原因。

受访对象介绍，中小学校确保学生
课间活动，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将心比心，一旦学生出了事就是无限
责任，学校也害怕。”王宗平说。

今年 5月，杭州市教育局在答复杭
州市十二届政协二次会议第 146 号建
议时称，将开展关于校内文体活动中自
甘风险的研讨。同时，健全完善学生保
险体系，加强财政保障，实现全市中小
校（园）方综合保险投保率 100%，在坚
持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倡导家长购买学
生（幼儿）综合保险。

“我们需要明确，当学生在课余时
间运动时受伤或发生意外，应该如何认
定责任，减轻校方和家长的担忧，营造
宽松的氛围。”曲文勇说。

（新华社贵阳 11月 8日电 执笔记
者 郑明鸿 参与记者 王春燕 王君宝
岳冉冉 魏靖宇）

保障学生课间10分钟正常活动，中小学该怎么做？

影 像影 像

近期，一些地方中小学生“课

间 10 分钟被约束”现象引发广泛

关注，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此前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教育

部将进一步督促地方和学校严格

落实国家有关规定，遵循教育规

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决纠

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由而简单

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

的 做 法 。 这 一 要 求 赢 得 诸 多 叫

好，但如何才能真正落地？记者

就此进行了调查。

11 月 8 日 ，在 浙

江省温州市世纪广场

消 防 宣 传 月 活 动 现

场，消防员向市民展

示消防救援器材。11

月 9 日是第 32 个全国

消防日，今年的活动

主题为“预防为主，生

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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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通安幼儿园，小朋友在品尝自己包的饺

子。11 月 8 日迎来立冬节气。多地幼儿园开展包饺子活动，小朋友在老师的指

导下学习包饺子、煮饺子，体验传统民俗文化。 新华社发

包饺子 知民俗

应对全球性挑战、增进“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民生福祉、启动“一带一路”科
技创新专项合作计划……科技合作正
释放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动能。

10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
行动，从愿景到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
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科技合
作是关键支撑和重要动力。

作为我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八项行动的具体举措，刚刚在重庆
闭幕的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
创造多项“首次”——首次举办“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部长会议、首次发布“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成果、首次提出《国
际科技合作倡议》……

科技赋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哈萨克斯坦札纳塔斯，曾经一片
荒凉的戈壁滩，如今已成为绿色能源
基地。

由中国企业建成运营的 40台风电
机组昼夜转动，相较火力发电，札纳塔
斯风电场在缓解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
缺电问题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绿色能
源的发展。

当前，人类正面临能源安全、粮食
安全、气候变化、贫困等全球性挑战。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正携手同行，依托
科技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科技创
新飞速发展，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
变革时代。”在本届大会上，蒙古国教育
科学部部长恩赫阿木格朗表示，复杂的

全球问题需要多方参与才能共同解决，
合作平台和载体将汇聚资源、专业技能
和创新思维，帮助各国携手应对共同面
临的挑战。

本届大会发布的“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合作成果显示，我国已与 80多个
共建国家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共
建 50多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在
共建国家建成 2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
心和70多个海外产业园，建设了9个跨
国技术转移中心，累计举办技术交流对
接活动 300余场，促进千余项合作项目
落地。

一项项成果表明，“一带一路”科技
合作，为共建国家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
重要支撑——

粮食安全领域，中国组织专家赴科
特迪瓦、保加利亚、越南等多国开展杂
交水稻技术培训与交流，并邀请各国代
表来华培训，促进杂交水稻技术在“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广泛应用，有效提升
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生态环保领域，在尼日利亚卡诺
州，中国和当地科研人员合作抗击荒漠
化；在巴西巴拉那河和巴拉那帕内马河
流域，中巴两国专家携手繁育放流鱼
苗，建立起富有韧性的本地生态体系，
破解珍稀鱼类生存难题；

消除贫困领域，一批批鲁班工坊在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生根，教授当
地年轻人职业技能，为减贫提供人才保
障；“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为所在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创新与
国际合作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应对全球性挑战
的关键因素，也是‘一带一路’共建各国
共同关注的重点方向。”清华大学校长
王希勤在本届大会的主旨演讲中说。

创新合作：造福人民惠及民生

非洲国家苏丹，一朵棉花的故事，
折射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带来的实
实在在的好处。

棉花是当地农民主要经济来源之
一，但棉花产业却长期“靠天吃饭”产量
较低。10年来，中国科研团队与当地科
研机构合作，陆续研发出适合地理气候
条件的“中国1号”“中国2号”高产棉花
品种。棉农收入显著提升，生活条件大
幅改善。

本届大会上，类似“一粒种子”造
福“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民的故事比
比皆是：江苏省农科院与泰国农业大
学合作开展特色豆类新品种及绿色增
产增效技术研发，促使产量比当地品
种提高 19%以上；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专家在刚果（布），与当地科研机构
合作培育出高产抗病木薯品种，平均
亩产实现翻番……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众最关注
的是，这个倡议是否带来出行的便利、
收入的增加、就医条件的改善等。其
中，科技创新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本届大会期间，古巴科学家裴德乐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从倡议提出之日起，造福人民、惠

及民生，就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变的目
标。10年来，一项项科技民生工程，帮
助共建国家民众改善生活条件，增进民
生福祉——

交通运输领域，由中铁隧道局集团
建设的乌兹别克斯坦卡姆奇克隧道，将
费尔干纳到首都塔什干的时空距离从
一天缩短到约3个小时；

信息通信领域，“万村通”项目为数
以千万计非洲民众带来稳定的卫星电
视服务；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已为包括“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内的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北斗加速
定位和高精度服务；

医疗健康领域，云南省阜外心血管
病医院与柬埔寨合作伙伴在儿童先天
性心脏病领域开展免费筛查诊疗、新技
术推广合作，在柬埔寨为 5万余名儿童
提供筛查，为 86例先心病儿童提供治
疗，培训医生20多名；

……
“10 年来，‘一带一路’科技合作，

为共建国家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人
民生活的改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翟崑表示，这充分证明“一
带一路”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给共建国家
带来了更多福祉。

（据新华社重庆11月 8日电）

共建创新之路 携手合作发展
——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观察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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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发展机遇 分享发展红利
11 月 8 日，观众在第六届进博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展台拍照。第六届进博

会为来自 30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约 100 家企业提供免费展位、搭建补贴等措施，持

续推动这些国家的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新华社记者 张可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