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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安徽组织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见闻

“这些物资来得太及时了，谢谢你们！ ”春节前，安徽省阜阳
市颍泉区闻集镇火营村 82 岁的留守老人李为英收到了志愿者
送来的“爱心健康包”，里面装有退烧药、N95 口罩、消毒液等防
疫用品。 “感觉心里暖暖的。 ”接到物资后，李为英紧紧握住志愿
者的手表示感谢。

“我们小分队主要为像李奶奶这样的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
免费提供‘爱心健康包’配送服务。 ”志愿者王立佩说，当地志愿
服务队由社区公开联系方式，“这样能及时收集群众需求， 为居
民提供物资代购和配送服务，让志愿服务更有温度”。

连日来， 安徽针对疫情防控工作新特点新要求， 组织动员
130 多万名志愿者参与健康教育、感染者居家治疗管理、购药送
药等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宣传防疫新政策以及惠民措施，畅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百米”，解决群众“疫”时之忧。

在黄山市黄山区，当地仙源社区推出“幸福守门人”志愿服
务， 引导志愿者对社区的老年人进行逐一摸排， 做到 “一人一
档”，详细记录其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等信息。 当老人遇到紧急情
况时，可以通过手机“一键呼叫”获得志愿者的及时救助。

在宿州市灵璧县，当地公布 290 个村（社区）和 210 个城市
小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小分队的联系方式， 实行暖心配送服务
“三个一”，即建立一套重点对象花名册，向重点对象发放一份防
疫政策宣传单和一张紧急服务联系卡， 实现群众有需要有人可
找、有需求能及时办。

在滁州市明光市，当地中医院“杏林”志愿服务队开设“共享
智慧中药房”，实现“线上诊断、专家开方、药剂配置、送药上门”，
解决了 8900 余名农村群众“看病难”问题。

在淮北市，当地在做好岗前培训的前提下，组织返乡医学院
学生开展志愿服务，协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防控及医疗
救治工作。 “希望能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帮助更多病人。 ”海南
医学院学生徐铭昊寒假返乡后一直忙碌于导医导诊志愿服务中。

在阜阳市临泉县，当地“善桥”志愿服务队在线上发起“疫情
下的心理调适”系列公益讲座，免费为群众进行心理疏导。 目前，
系列公益讲座总播放量已超过 50 万次， 互动数突破 8000 次。
“希望我们的讲座可以帮助大伙儿消除焦虑情绪。 ”项目发起人
韦志中说。

据了解， 近期安徽省文明办会同相关部门发动志愿力量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依托全省 1922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在村居、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组建超过 12.3 万支防疫
志愿服务队，让志愿者有针对性地提供帮助和服务。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扣人民群众需求，广泛动员志愿服
务力量，助力疫情防控工作，以真情服务暖人心、聚民心、筑同
心。 ”安徽省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说。

（新华社合肥 1 月 29 日电 记者 戴 威）

我国医学团队提出一项
抗皮肤衰老新方法

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29
日电（记者 杨思琪） 记者
29 日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了解到， 该医院整形外科主任肖志波教授团队的研
究成果发现，一项基于细胞外囊泡的“无细胞治疗”新方法可以
改善皮肤光老化，为紫外线损伤皮肤修复、抵抗皮肤衰老提供治
疗策略。

人的衰老最直观表现在于皮肤。 与人体其他器官不同，皮肤
不仅受到内在老化过程的影响， 还受到各类外部环境因素的影
响。 其中，紫外线辐射导致的皮肤光老化效应最为明显，占面部
皮肤老化因素的 80%以上。

肖志波介绍，与皮肤内在老化不同，光老化可导致皮肤角质
细胞活性降低、更新减慢，表皮层的屏障功能减弱，使皮肤变得
粗糙、松弛、起皱。 人真皮成纤维细胞数量逐渐减少，胶原和弹性
蛋白合成减慢、分解加快，通常比内在衰老更加严重。

近年来，科研人员发现干细胞及其衍生物，如细胞外囊泡对
很多细胞有重要靶向作用。 肖志波教授团队在紫外线照射的成
纤维细胞的细胞外囊泡中， 检测到 393 个差异表达的微小核糖
核酸， 并发现有的微小核糖核酸能够直接对生长分化因子起到
作用。 这些结果为促进皮肤修复和治疗皮肤光老化提供了一种
“无细胞治疗”方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
刘莺认为，这种方法将细胞外泌体移植体内，其功能近似于将外
泌体来源的母细胞移植体内所发挥的作用， 却可以避免细胞移
植体内可能导致的生物安全问题和复杂的调控问题， 为逆转或
延缓皮肤衰老提供了较好的策略和方向。 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
这项研究经转化后可改善面部皮肤质地、延缓皮肤衰老，具有广
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该研究论文日前在国际顶级期刊《化学工程》上发表。

辽宁出台 27条“实招”
助力经济回暖

新华社沈阳 1 月 29 日电（记者 邹明仲）科创板 IPO 给予
最高 1500 万元补助；择机发放助企惠民旅游消费券；对工业企
业稳增长加大奖补力度……近日，辽宁省发布《辽宁省进一步稳
经济若干政策举措》，推出 27 条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稳经济”举
措，加大对企业的奖补支持力度，全力推动全省经济回暖。

据了解，这些举措包括支持企业直接融资、加强企业金融信
贷支持、 推动消费复苏回暖等多个方面。 支持企业直接融资方
面，辽宁提出全力支持企业境内 IPO，对科创板首发上市企业分
阶段给予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补助；对境内主板、创业板首发
上市企业分阶段给予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补助。

支持工业企业稳增长，是辽宁此次政策“组合拳”的发力方
向。 辽宁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奖励，重点是在 2023
年稳增长和一季度“开门红”中工业总产值增量超一定额度的制
造业企业，给予 20 万元到 100 万元奖励；同时，支持中小企业稳
增长流动资金贷款贴息， 贴息利率不超过同期人民银行发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单个企业贴息额不超过 50 万
元。

辽宁还提出，加强对企业金融信贷支持，加大普惠小微贷款
投放力度。 人民银行安排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不少于 700 亿元，促
进支农支小贷款投放，全省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不低于 10%。 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原则上最长可延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在推动消费复苏回暖方面， 辽宁提出支持各地举办促消费
活动，给予不超过实际费用支出 50%的补贴，最高不超过 50 万
元；择机发放助企惠民旅游消费券；鼓励二手房交易与新建商品
房销售享受同等补贴支持政策。 对抵押银行的二手房，在交易时
可以“带押过户”，不用提前还贷即可办理过户。

欢庆中国年 喜迎“开门红”
———2023年春节文化市场盘点

电影院人气爆棚， 景区内人山人海，各
地“春晚”“村晚”精彩纷呈；人们在博物馆中
过大年，在故里寻根品味乡愁，在书香和旅
途中追寻“诗和远方”……刚刚过去的春节
假期，消费回暖、市场复苏、信心提振，全国
文化市场喜迎“开门红”。

律回春辉渐，万象始更新。 放眼神州大
地，处处焕发文化新气象。

中国年升腾人气旺
癸卯兔年伊始，中国电影市场重现火热

景象，“开门红”赢得“满堂彩”。
大年初六，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气温低于

零下 10 摄氏度， 但凯诺星空影城维多利国
际广场店内依然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往年春节档电影观众主要集中在大年
初一、初二，但今年春节期间上座率居高不
下，大家的观影热情被充分激发了。 ”该店经
理贺飞宇说。

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
我国电影票房达 67.58 亿元， 位列影史春节
档票房第二名。

从再现国产科幻电影独特魅力的 《流浪
地球 2》， 到讲述小人物铲奸除恶忠义故事的
《满江红》；从讴歌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无名》，
到国产原创动画《熊出没·伴我“熊芯”》……电
影市场强势复苏，离不开优质内容供给。

“春节档影片百花齐放， 支撑起一路攀
升的高票房。 我们期待这个良好开端能够引
领全年电影市场加速回暖，带动行业更好恢
复信心、繁荣发展。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
陈晋说。

今年春晚，舞蹈节目《碇步桥》惊艳亮相
后，浙江温州泰顺县仕水碇步桥迅速“火出
圈”，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并带动周边廊
桥成为网红打卡点。

“春节这几天，碇步桥上游人如织，整个
泰顺县旅游人数同比增长 50%，超过 28 万人
次。 ”泰顺县文广旅游体育局局长沈海青说。

火热的春节景象，折射出春节假期消费
市场供需两旺。

乌鲁木齐“冰雪小镇 ”水西沟镇云集天
南地北的雪友；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流光溢
彩，15 万立方米的冰和雪建成上百个冰雪景

观，日均迎接万余人次入园；革命圣地西柏
坡打造具有太行风情的红色旅游线路，助力
乡村振兴；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四大
纪念馆等举行升旗仪式，春节期间吸引不少
年轻游客……

“中国红”与“冰雪白”色彩交织，定格下
独特的春节记忆。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今年春
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3.08 亿人次，同比
增长 23.1%；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 亿
元，同比增长 30%。

“春节旅游市场高开， 全年旅游经济稳
增。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疫情积
压的探亲访友、旅游过年、民俗体验、避寒和
冰雪等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奠定了全年旅游
经济“高开稳增、持续回暖”的市场基础。

中国味饱含中国情
舞龙舞狮锣鼓喧天 ， 瓷韵鼓舞优美动

人，采茶戏、河灯等非遗民俗展演引人入胜
……在江西南昌原城纪历史文化街区，游客
们换上旗袍、长衫、汉服，沉浸式体验丰富多
彩的新春活动。

红红火火中国年，浸润着传承千年的文
化韵味。

重庆铜梁龙舞如约在新年舞动。 这一威
武喜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逐
渐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文化产业。

“电话都被打爆了， 龙舞演出至少排到
元宵节。 ”这段时间，重庆市正龙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洁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派
出 9 个演出团队，200 余位演员前往赣州、常
州、北京等地，为全国各地的观众带去红火
年味。 ”

赏彩灯、逛庙会、办社火、唱大戏……数
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共举办群众文化活
动约 11 万场，参与人数约 4.73 亿人次；各地
开展非遗传承实践活动超过 1 万场，节日倍
添仪式感。

传统年俗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焕发崭新
活力。

天津古文化街，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点
缀出浓浓年味。 走进杨柳青画社古文化街
店，各式各样的年画琳琅满目。

“客流量明显回升，这幅‘玉兔生辉 ’卖
得最好，上架没几天就卖出 500 张，现在已经
断货了 。 ”该店负责人闻悦介绍 ，通过 “年
画+”方式，将保护传承非遗技艺与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等结合起来， 让杨柳青木版年画
“活”起来、“火”起来。 “这几天，很多家长专
门带孩子来挑年画， 让他们从中体会年味、
中国味，了解传统文化。 ”

“随着时代发展， 年轻一代拥有更多节
日文化选择，传统年俗的回归寓意着人们对
中国传统节日的精神向往和文化自信。 ”武
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李向振说。

感受延续千年的文化脉动，激扬自信自
强的精神力量。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 ，“中国民族舞剧的
典范”《丝路花雨》在国家大剧院奉献本季最
后一场演出。 经典的敦煌舞姿、独特的中国
故事，让观众如痴如醉、掌声如潮。

“在它如此受欢迎的背后， 是大家对敦
煌文化的热爱，更是对大美中华的自豪！ ”舞
蹈演员张博说。

一方舞台浓缩万千精彩。
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澎湃的

文化自信，为兔年春节留下悠长回味。

新气象孕育新希望
上海博物馆门口，人们无惧陡降至零下

的气温，排起蜿蜒长龙。 打卡高品质文化艺
术展览成为上海市民的新年俗。

“游客同比增长了 98.6%，超过疫情前同
期水平。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精心策
划 、精彩创意 、充分供给 ，让 “看大展 、过大
年”相得益彰。

激发文化活力，赋能城市发展。 今年春
节假期上海接待游客 1002.29 万人次， 实现
旅游收入 166.40 亿元，上海文旅行业迎来全
面复苏和加快重振。

首都北京，紫禁城里过大年成为很多游
客的首选。

成立近百年的故宫博物院近日再传喜
讯———立项筹备已近十年之久的故宫博物
院北院区破土动工。

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都海江介
绍，故宫北院正在加紧建设，争取用 3 年时

间，在 2025 年故宫博物院建院 100 周年时全
面建成。 “这里将成为文物展示和修复中心，
并将设立国际文物修复平台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工作室，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

书香氤氲满中华，年味更添文化味。
毗邻福州市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

七巷的安泰书城，张灯结彩，暖意融融。 小读
者们一进书店， 便欢快地跑向书城里的 5G
新阅读体验区，在机器人的陪伴下徜徉书海。

喜迎新春，各地书店焕然一新 ，阅读活
动精彩不断———北京超过 160 家实体书店开
门营业，开展各类阅读文化和惠民促销活动
200 余场；燕赵大地，各家新华书店积极向读
者推荐好书，倡导健康过年、文化过年；湖南
全省开展 “湘书书香———过新年读好书”活
动，推出购书优惠和趣味活动；广东备好图
书年货，举办特色书展、书香集市等，极大丰
富了广大读者的假期文化生活……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表
示，随着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动实体书店
进一步转型升级，相信 2023 年中国书业会开
创繁荣发展新局面。

假期足不出户， 也可以坐享文化大餐。
人们通过视频号“云游”博物馆，在“云舞台”
上欣赏名家名剧……方寸屏幕精彩无限，新
技术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春节期间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的
“2023 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上线播出。 歌
舞秀《这十年·幸福中国》跨越时空，讲述幸
福故事；情景剧《青年志》致敬英雄，激励当
代青年自强不息……结合 XR、AR 等先进
技术，用青春视角展现时代风采，节目备受
年轻观众喜爱。

“网络视听行业充满朝气，青春乐章总能
激荡时代的回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视听内容所助理研究员胡祥表示，在
网络空间唱响“奋进新征程”的时代主旋律，
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

吉兔呈祥，奋跃而上。
新春文化市场“开门红”，传递温暖和信

心，更寄托新一年的美好冀望。
（新华社北京 1 月 29 日电

记者 史竞男 王 鹏 徐 壮 魏婧宇）

如 何 因 地 制 宜 践 行 大 食 物 观 ？

上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
树立大食物观，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树立大食物观，是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出发，顺应人民群众食物消费结构
变化，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
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是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

对大食物观如何更好理解、如何因地制
宜践行？ “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食物消费结构变化： 主食越
来越不“主”、副食越来越不“副”

大食物观几年前便已经提出。 2015 年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
观念”，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树立大食
物观”， 作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树立大食
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

专家表示，贯彻大食物观 ，关键是推动
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三个拓展”：实现从
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实现从传统
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
展，实现食物安全政策由单一的供给侧管理
向需求侧管理拓展。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中国 14 亿多人
口， 每天要消耗 70 万吨粮、9.8 万吨油、192
万吨菜和 23 万吨肉。

“管住、 管好耕地的同时， 树立大食物

观， 瞄准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生产和供给，形
成多元化的供给体系在当前尤为重要。 ”中
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
强说，大食物观要求，守好“米袋子”的同时，
要拎稳“菜篮子”、端牢“油罐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
粮食消费量由 1978 年的 152 千克降到 2021
年的 124.8 千克， 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
由 1978 年的 248 千克降到 2021 年的 170.8
千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杨忠岐
说，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的食物 80%来自主
粮，但如今，这一现象正发生根本性转变。 现
在，主食越来越不“主”、副食越来越不“副”，
老百姓从“吃得饱”到追求“吃得健康”。 顺应
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正是树立大食
物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青
说，从传统的粮食安全观转变到新时代的大
食物观，建设优质、高效的生态农业，成为加
快农业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 树立大食物
观，有助于构建新型食物安全保障体系。

探索多元供给， 向森林江河
草原等要食物

记者采访发现， 多地结合资源环境，因
地制宜践行大食物观，拓展食物供给途径。

我国大水面资源丰富，通过发展大水面
生态渔业和深远海鱼类养殖，可以获得数量
可观的优质蛋白食物资源。 向江河湖海要食
物，一些沿海省份正积极探索。

山东海岸线 3500 多公里，约占全国的六
分之一，海洋资源丰富。 作为海洋牧场建设
综合试点省份，山东依托这些“蓝色粮仓”实

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类野生养殖。 目前，山
东省级以上海洋牧场示范区 (项目 )达到 105
处，其中，国家级 44 处，占全国的 4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国和出
口国， 践行大食物观， 一些地方向植物动
物微生物要热量、 要蛋白。 在广袤的东北
黑土地上， 坚果、 野生浆果、 优质食用菌
等资源丰富。 如今 ， 木耳等食用菌类成了
大产业， 当地多家企业专门从事食用菌种
植、 菌种研发， 有效满足市场对食用菌的
多样化需求。

地处“黄金奶源带”的内蒙古，抓住资源
优势，发展特色畜牧业。 2021 年，内蒙古奶牛
存栏 143.4 万头、牛奶产量 673 万吨，奶业全
产业链产值超过 2000 亿元。 2022 年，内蒙古
出台推进奶业振兴九条政策措施，国家专项
资金和自治区财政在奶业振兴方面的投入
预计每年将达到 22.5 亿元。

设施农业是利用工业化生产理念和工
程技术手段， 为作物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
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目标的一种农业生产
方式， 也是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张
友军说，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农业设施技术
的发展和融合，可以有效缓解农业对自然资
源的依赖。

在蔬菜总产量居全国首位的省份山东，
以“中国蔬菜之乡”寿光为代表的生产基地，
近年来利用物联网和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
设施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山东还提出，要
着重推动日光温室宜机化、 塑料大棚标准
化、连栋温室规模化、菇房与培养房智慧化。
到 2025 年，全省宜机化日光温室改扩建面积
达到 50 万亩， 宜机化塑料大棚达到 100 万

亩。 耕整地、灌溉施肥、环境调控环节机械化
水平分别达到 90％、80％、60％，设施种植机械
化水平总体达到 55％。

推动农产品由“量”向“质”转
变，居民膳食结构优化升级

记者梳理发现，推动食物供给由单一生
产向多元供给转变，多地正积极完善相关政
策 。 《黑龙江省产业振兴行动计划 （2022—
2026 年）》提出，推进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打
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福建省 “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方案》提出，树立
大食物观，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和气候适宜
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受访专家认为， 更好实践大食物观，未
来需要持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加强规划
指导、 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引导资源、技
术、 人才等要素进一步向设施农业聚集，提
升设施综合生产能力。

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罗
明忠说，践行大食物观，要坚持培养高素质
农民， 打造一批经济实力强的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
经营服务主体， 从而推动农产品由 “量”向
“质”的转变。

大食物观概念的普及，还需要在全社会
树立食物消费新观念，推动居民膳食结构优
化与升级。 尤其是全面普及膳食营养和健康
知识，鼓励减量、营养、健康、绿色消费，反对
浪费食物。 “通过营养知识的普及和教育，让
广大群众树立起合理、平衡、适量的食物消
费新观念。 ”山东省营养学会理事、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韩磊说。
（新华社济南 1 月 29 日电 记者 邵鲁文）

赶制传统
跑花灯
迎元宵

1 月 28 日， 迁西县洒河桥镇的民间艺人在
赶制元宵节演出的跑花灯。

近日， 河北省迁西县洒河桥镇的民间艺人
们忙着赶制传统手工跑花灯， 为元宵节演出做
准备。 迁西县传统跑花灯历史悠久， 每逢元宵
节期间当地民间艺人就会为村民演出， 深受人
们的欢迎。 新华社 发 （刘满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