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据国家医保局18
日消息，目前已有22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实现了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家庭共济，9个省份
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家庭
共济。

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是指参保人在参加了
职工医保后，通过办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
济，将个人账户授权给已参保的父母、配偶和子女
使用，比如用于支付合规医药费用中的个人自付部
分等。

目前，共济人和被共济人在同一个基本医保统
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级市）可以共济；实现省内异
地共济是指共济人和被共济人在同一个省份参保，
但不在同一个统筹区，也可以共济给亲属。

已经实现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共济的地区
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吉
林、江苏、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其中，在河北、江苏等地，职工参保人个人
账户的余额不仅能共济给省内异地参保的直系亲
属，而且共济的资金还可以跨省使用。

据介绍，浙江、河南、山东、广东部分实现了省
内共济，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部实现，安徽、陕西近期
很快将实现省内共济，辽宁、黑龙江、湖北将于今年
年底前实现。

村民在溪头镇汪满田村鱼灯工坊内练习舞动长约8米的鱼灯。
鱼灯民俗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溪头镇已有600多年历史。近年来，溪头镇致力于传承鱼灯非遗和发展鱼灯新业

态。在传统鱼灯的基础上，匠人们改良制作了不同尺寸、材质的鱼灯供外出展演和普通消费者购买。非遗研学、鱼灯文
创产品、鱼灯制作体验等新的业态蓬勃发展，鱼灯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点产业。 新华社发

鱼灯鱼灯““游游””出新业态出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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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节、清明和“五一”假
期，旅游市场热闹非凡。上正定古城
来一次汉服簪花之旅，去福建平潭追
一场“蓝眼泪”浪漫奇景，在浙江义乌
感受一场“进货式”旅游体验……不
论大城市还是“小地方”，“哪哪都火
了”已经成为当下热词。

“小地方”不再遥远、陌生

多个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景区门票、酒店预订增幅排名靠前的
几乎都是三线、四线甚至五线城市。

一方面，“小而美”的县城刚好迎
合了人们彰显个性、随心而动的需求
转变。另一方面，县域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让县城从原来地图上的一个个
陌生名字，变得可抵达、可感知。

交通网络的完善不可或缺。比
如，预计今年年内开通的川青铁路成
都至黄胜关段，让成都到九寨沟黄龙
实现动车直达，将原来7个多小时的
车程，缩短到3小时左右。

不仅是四川，山东、山西、海南、湖
南等地也在加速建设旅游交通体系，形
成包含机场、动车、公路的立体交通网。

从动车迈上海拔3000多米的川
西北高原，到拥有世界最长海底高铁
隧道，再到墨脱公路正式通车让我国
实现公路“县县通”，如今，我国建成
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
网，不仅极大便利了沿线人们的出
行，也推动了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观光不是目的，体验才是
出游的心声

在2024年5月19日，也就是第
14个“中国旅游日”前夕，全国六城接
力开展倒计时直播活动：

在潮州的非遗美食集市体验当
地饮食文化魅力；通过多种特色民
俗、温泉酒店解锁“住在沈阳的N种
方式”；从正定的古塔古寺开始，感受

“行者”的足迹；跟着《徐霞客游记》畅
游宁波的诗情画意；让漫天烟花点亮
鄂尔多斯的夜；在民族风情巡游联欢
中，感受来自贵阳的民族文化盛宴。
可谓吃、住、行、游、购、娱——一样都
不能少。

旅游场景够不够反差、美食够不
够吸引、旅游产品够不够有趣等，都
构成了人们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参
考系”。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假日
出行人数与旅游收入，均已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层出不穷的传统
与非传统旅游项目，也推动了旅游产
业持续繁荣。

1至4月，甘肃省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9.58%、16.22%；一季度喀什古城
景区接待游客211.88万人次，同比增
长424.1%；“五一”假期，云和梯田迎
来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后的首个
小长假，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次同比增
长123.1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
增长289.96%……

分析人士认为，过去传统意义上
“游山玩水”“走马观花”式的旅行需
求，正逐渐向注重高品质体验式需求
升级。观光不再是唯一目的，在旅游
中“了解一座城、体验一座城、爱上一
座城”，成了越来越多人出游的心

声。各地也在着力进一步挖掘、开
发、保护旅游资源——不仅要把游客
引过来，更要留得住。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数量回升

从平台数据看，“五一”假期期
间，入出境旅游订单增速高于国内
游，尤其是入境游客明显增多。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外籍人员入境人次同比增长
超3倍。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客流大数据监测，今年“五一”假期入
出境游客合计达367.2万人次，其中
入境游客177.5万人次。备受外国游
客青睐的有历史博物馆、主题乐园、
地标建筑以及海南三亚直升机低空
飞行体验等新项目。

我国免签“朋友圈”多次扩容。
同新加坡、泰国互免签证协定分别于
2月9日、3月1日起正式生效；自3月
14日起，对瑞士等6国持普通护照人
员试行免签；更多国际航线恢复；5月
15日，中国还宣布全面实施外国旅游
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策。

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各地相继
推出入境便利化举措：如上海博物馆
在英文版官网开通了境外游客预约
通道；西安城墙景区售票窗口均放有

“外卡”POS机；在四川，入境旅客在
机场只需一本护照就能一站式快速
完成国内电话卡办理、人民币兑换
等。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入境游的便
利程度和性价比进一步增强，将吸引
更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了解中
国，爱上中国。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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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喂饱”农田、无人机“赶
走”虫害、智能操控灌溉……小满
将至，南方早稻陆续进入分蘖期，
记者在江西采访发现，新农人植
保补肥有“新招式”。

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水边
镇义桥村，绿油油的水稻已有20
多厘米高。流转了1000多亩地的
种粮大户叶长春操控无人机，把专
门定制的复合肥均匀洒到地里。

“农田吃得饱，水稻才长得
好，但肥料也不是越多越好。”叶
长春以前一直使用统一配比的化
肥，农作物品质和产量提升却陷
入瓶颈。后来他咨询专家了解
到，每块农田土壤养分含量不同，
所需肥料的比例也不同。

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叶长春
利用江西省测土配方施肥系统，
了解土壤养分的含量和比例，再

“私人定制”化肥。他拿起手机点
开测土配方施肥应用软件，输入
田块位置后，土壤特性、配肥建议
等一目了然。

叶长春说，结合田块实际情
况测土配方后，现在他选用的肥
料氮磷钾配比为22：8：18。精准

“喂饱”农田后，不仅水稻长势更
好，每亩地的肥料成本还节省了
20%左右。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集成推广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机已成为各
地农户不可或缺的种田“好搭档”。

眼下，江西省永新县21.5万
亩早稻已陆续进入生长分蘖期。
永新县文竹镇农技工作人员王辛
成介绍，现在禾苗长势良好，但前
期雨水较多，加上近期升温，高温
高湿环境下病虫害风险较大。为
提高病虫害防治效率，当地协调
无人机飞防作业服务队，对早稻
进行统防统治。

“我种了 160 亩地，以前请
10个人做防虫作业，需要两天才
能完成，现在两台无人机作业1
个小时就完成了。”永新县文竹镇
龙源村种植大户周苏平说。

农田灌溉也有了新方式。在
永修县立新乡后岗村，连片的高
标准农田地块平整。值得一提的
是，农田旁边不见灌溉渠道，农田
里却不缺灌溉用水。

“灌溉用的管道都埋在地下，
沟渠只用来排涝。随着技术的完
善，以后还能实现水肥一体化，施
肥更省心。”永修县高级农艺师周
君花介绍，近年来，永修深入推进
高效节水灌溉，打造了一批“科技
先进、高产高效、绿色生态”的高
标准农田。这些农田采用管道输
水、自动化灌排等新技术，水资源
利用率提高20%到30%。

（新华社南昌5月19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中国科学院专家19
日在北京介绍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进
展情况。空间站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组件由神
舟十八号航天员转移至问天舱生命生态实验柜中
开展实验后，目前在轨运行稳定、4条斑马鱼状态
良好。

4月25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升空。随3名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的还有4
条斑马鱼和4克金鱼藻，用于在轨建立稳定运行的
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
椎动物的突破。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郑
伟波介绍，目前，航天员成功开展了两次水样样
品采集和1次鱼食盒更换操作，发现了斑马鱼在
微重力环境下表现出腹背颠倒游泳、旋转运动、
转圈等定向行为异常现象。后续科学家将利用
返回的回收水样、鱼卵等样品，结合相关视频开
展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与行为的影响
研究，同时为空间密闭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
供支撑。

19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局、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主办，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承办的“天地共播一粒种——青少年与航天员一起
养斑马鱼”科学教育活动暨2024年中国科学院空
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公众科学日活动在北京启
动。活动旨在充分发挥空间站科技资源优势、搭建
科学探究实践平台，组织青少年设计研制可供4条
斑马鱼生活一个月的地面小型密闭水生生态系统，
并进行科学观察。

活动现场，科学家将斑马鱼样品赠予同学们并
回答问题。“斑马鱼作为‘模式生物’，与人类基因组
相似度高达87%，可以作为许多人类疾病的研究模
型。同时，与航天员一样，斑马鱼成为‘鱼航员’也
需要通过生长阶段、活性、健康等层层选拔。”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高鸿说。

“鱼航员”状态良好

中国“太空养鱼”项目
进展顺利

新华社重庆5月19日电 曾因旅游业态单一而
受到诟病的长江三峡，如今“风景”越来越多。

三峡，景色雄奇壮美，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长
江文明的华彩乐章。近年来，新的“风景”不断在三
峡诞生，游客体验感得以显著提升：

空间越来越立体了。三峡游已拥有水上、空
中等立体式游览方式。在巫山县，记者乘缆车抵
达巫峡·神女景区观景台，从高空俯瞰巫峡，长江
宛如翡翠玉带，镶嵌在崇山峻岭间，美不胜收；在
奉节县三峡之巅景区俯瞰瞿塘峡，江山画卷也尽
收眼底……

时间越来越多元了。以前三峡游仅限于白
天，现在夜间也能游三峡。巫山县“三峡之光”夜
游项目，让游客乘着长江晚浪，欣赏绚烂的崖壁
灯光秀；在万州区，依托南宋历史遗址天生城打
造的文旅街区，夜幕之下满山灯光璀璨，特色烤
鱼飘香……

文化越来越“活”了。记者近日行走在三峡库
区多地，随处可见航运文化、诗词文化等元素，实景
演艺、巡游快闪等文化项目层出不穷。在奉节县白
帝城·瞿塘峡景区，演员身着古装随音乐翩翩起舞，
刘禹锡《竹枝词》中“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
歌声”的浪漫情境恍若重现；在忠县，当地去年通过

“微改造”打造的“忠州巷子”，已成为游客感受三峡
江城魅力的网红打卡点……

重庆市文旅委数据显示，近五年重庆三峡库区
新增A级旅游景区59个，2023年接待过夜游客
1125.55万人次、同比增长38.2%，实现旅游业增加
值216.18亿元、同比增长9.4%。

三峡“风景”何以越来越多？“‘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理念在三峡库区各地深入人心。”重庆市文
旅委副主任朱茂表示，重庆顺势而为，对三峡游进
行整体规划、统筹打造，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
务品质，努力擦亮“壮美长江三峡”文旅名片。

三峡“风景”越来越多

科技赋能，共享美好
——写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农田里的植保补肥
“新招式”

福建省晋江市13岁肢残少年王同
学的家最近完成了无障碍改造。长期
靠轮椅活动，王同学原本连开个灯都得
爸妈帮忙，如今电灯、窗帘等通过语音
或者手机就能遥控，家里还专门安装了
智能监控设备，爸妈可以放心出门。

小小“黑科技”，让家里变了样，也
让生活有了幸福的模样。王同学如今
的生活日常是我国8500万残疾人同沐
暖阳的缩影。5月19日是第三十四次
全国助残日，主题为“科技助残，共享美
好生活”。让我们聆听那些爱与奋斗的
故事，感受残疾人事业发展中澎湃的科
技力量。

康复身体，恢复希望

“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使
我国近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
进入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学习。”在5月14
日中国残联举办的助残日主题新闻发布
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是残疾人最迫
切的需求。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残疾
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2021年至2024
年4月底，全国共有2769.76万人次残
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531.98万人次
残疾人得到辅具适配服务，残疾人基本
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85%以上。其
中，146.31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
助，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目
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残疾人辅助器

具领域新产品不断面世。
戴上机械手臂，实现“手随心动”；

坐上智能轮椅，上下楼梯来回自如；植
入人工耳蜗，世界再也不是“悄无声
息”……科技感满满的各类辅具，助力
残疾人更好自立生活。

此外，借助科技力量，各地康复服
务愈发精准、高效。

在山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助
残“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线上申请服
务流程进一步调整优化，申请救助更加
简洁便利；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当地残联
为有迫切需要的残疾人配置“家庭生命
体征监测管理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打
造“医院与家庭同步”的居家康复新模
式；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当地建立
“物联网+”康复之家，为残疾人提供医
疗健康、康复训练、辅具租赁等服务，实
现助残“智慧化”、服务“管家式”、送康

“家门口”。

融入社会，生活无“碍”

牵着一只既萌且酷的智能导盲犬，
在万众瞩目之下，视障姑娘蔡琼卉安心
地完成了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这
是亚残运会史上首次用智能导盲犬来
辅助视障火炬手传递圣火。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小西”和“小
湖”两只电子导盲犬也在盲人足球比赛
场地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上

任”。他们不仅把场馆地图铭记在
“心”，还能“听懂”中英双语指令，自动
规划出最优行进路径。“由它带着我们，
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方向了。”有残疾
人运动员感慨。

科技助力之下，残疾人融入社会的
方向更清晰、渠道更宽广，进一步感受
到生活中的魅力和美好。

高德地图研发“轮椅导航”功能，规
划的路线尽量避开台阶和陡坡路段，已
累计提供5000余万次路径规划服务；
腾讯视频开通“无障碍剧场”专区，自动
识别通过“语音读屏”进入的用户，将剧
场入口置于其页面显著位置；一些触觉
反馈无障碍技术将手机、平板电脑等终
端设备的震动时长、频率和强度进行组
合，向视障用户传递差异化信息……

从 2021年到 2023年，2577 家与
老年人、残疾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
App进行了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助
力跨越“数字鸿沟”。

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
步去除着曾经横亘在残疾人面前的各
种障碍，努力践行着“一个都不能掉队”
的目标。

逐梦前行，书写精彩

一位顾客打开无人售货柜成功购
买商品。数百公里外，天津创美助残基
地，听障人士王洪媛、王洪良姐弟俩认
真盯着电脑屏幕，仔细对比顾客收货前
后货架商品变化。鼠标轻点，无人售货

柜购物环节顺利完成。
王洪媛和王洪良都是听力一级残

疾，主要负责审核无人售货柜反馈的视
频、图像、重量等信息，通过比对判断顾
客购买物品的种类、数量，生成商品订
单并扣取相应费用。

“听障人士对图像更敏感，审核速
度也更快。”对于这份工作，王洪媛自觉

“游刃有余”。两人如今只需3秒左右
就能完成一单审核。单量多时每天可
以完成2000多单的审核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残疾人生
活状况、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残联等部门积极开展
促进残疾人就业相关行动。截至2023
年底，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906.1万人，仅2023年一年就新增54.4
万人就业。特别是伴随着科技创新催
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诸多新职
业随之诞生，残疾人的就业范围进一步
扩大。

直播间里，残疾人主播热情洋溢，
回应着网友的提问；录音设备前，残疾
人有声演播者用声音演绎着一个个动
人故事，开启“声不息、梦不止”的人生
新篇；电脑前，残疾人网店店主用心经
营，备货、发货熟练操作……以互联网
和数字技术为新的支点，许多残疾人实
现“云端”逐梦。

当科技“硬核”力量与人文“温情”
相融，越来越多残疾人享受到科技发展
的红利，在人生舞台书写精彩。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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