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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退休教师打造红色文化墙
石梯镇新增一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根据工作实际，经研究决定，原
定于12月1日在线上举办的第八届
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延期举
办，具体举办时间由活动组委会另
行通知。

对于活动时间改变给您带来的
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您的理
解和支持！

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组委会
办公室

2022年12月1日

关于第八届全国新农村
文化艺术（线上）展演
延期举办的公告

（上接01版）由于山形地势原
因，光明隧道辅助坑道选择难度大，
全段仅有四个工作面，“按照设计工
期来算，必须月均完成正洞 260 多
米。”陈双秦说，为确保建设如期完
成，项目部迅速组织人员、机械设备
和物资材料等生产资料快速集结，
仅用 2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进场准
备、洞口施工等准备工作，顺利进
洞，实现实质性施工。

建设“快”起来 多点开花
8000余人奋战一线

成兰铁路公司成达万高铁达州
指挥部指挥长何万发告诉记者，隧
道建设中，施工单位进场后须先“做
准备”，修建施工便道、实验室、钢筋
加工场、混凝土拌和站等施工建设
必须使用的临时工程，这一准备阶
段往往需要3个月，而光明隧道仅用
不到1个月时间就完成。

如何“快”起来？
重要资源供应快。“10月5日开

授标会，10 月 6 日中铁北京工程局
进场，10 月 7 日当地政府就交付了
第一批临时用地。”何万发介绍，在
开工建设前，成兰铁路公司就和地
方政府对接，根据施工图提前锁定
临时用地地块，施工单位进场后，达
州市政府开辟绿色通道，用极快的
速度交付用地。

施工组织调配快。施工单位仅
用三天时间就集结了各种生产资
料，为快速施工，在当地调用征集了
大量机械设备，并克服疫情影响，投
入5倍的设备、人员到建设一线，仅
20天左右，就建成了为光明隧道施
工服务的3号拌和站；用时不到一个
月，光明隧道出口就开始了隧道边
仰坡、导向墙和管棚等洞口施工。

记者从成兰铁路公司获悉，目
前，成达万高铁 16 个标段全部开
工，桥梁、隧道、路基等工程均进入
实质性施工阶段，8000多人正奋战
一线。

“沿线群众对这条高铁翘首以
盼，自开建以来，对建设给予了非常
大的支持！”何万发感慨地说，建设
正在多点开花，将加大施工组织，在
年内推动更多实物量落地，争取早
日建成通车，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贡献力量。

□四川在线

为进一步促进四川省中医药创新发
展，加快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
和四川中医药强省建设，四川省医疗保障
局与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
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其中，多条措
施与居民就诊需求直接相关。《实施意见》
自2022年12月27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支持中医医药机构
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支持中医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
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含中西医结
合、少数民族医、中医诊所）医疗机构、中药
零售药店等纳入医保协议管理，不得设置

“玻璃门”“隐形门槛”。及时将符合条件的
定点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范围。按规定将三级公立中医医疗机构纳
入首诊医院，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机构住院
和门诊特殊疾病治疗起付标准和报销比
例。

支持具有中医药健康养老特色的医养
结合机构发展，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提供
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康复医
院、安宁疗护中心、护理院以及养老机构内
设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已开展互联网诊疗的定点中医医疗机
构，按规定与统筹区医保经办机构签订补
充协议，将符合规定的中医在线复诊、药品
等中医药费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推动中医药服务价格改革

优先将功能疗效明显、患者广泛接受、
特色优势突出、应用历史悠久，成本和价格
明显偏离的中医（民族医）医疗服务项目纳
入调价范围。

鼓励符合条件的公立医疗机构按规定
开展诊查费（特需）、中医体质辨识（特需）、
中医健康调养咨询（特需）等特需医疗服

务，并可根据中医医师不同级别，在综合考
虑医师劳务价值、名声名望等因素的基础
上，由医疗机构自主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支持中药和中医医疗服务项目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民族药、中药饮
片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我省基本医疗
保险支付范围。

强化中医药在疫情防治中的作用。在
重大疫情中，对于国家卫生健康部门诊疗
方案中不在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且与
治疗有关的中成药、中药饮片、中医诊疗项
目以及经省药监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中药
制剂等，按照相关规定临时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按规定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及时将疗效确切、价格适宜、安全有
效，体现中医特色优势的中医诊疗项目（含
治疗性康复项目）按规定及时纳入我省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探索实施中医病种
按病种分值付费

推进中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一般中
医医疗服务项目可继续按项目付费。探索
实施中医病种按病种分值付费。在国家发
布的中医优势病种中遴选发布符合四川实
际的病种，优先纳入按病种付费范围，推进
按中医疗效价值付费，实行中西医同病同
效同价。

鼓励定点中医医疗机构在其诊疗范围
内承担医保门诊慢特病的诊疗作用。在符
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按人头付
费，鼓励家庭医生提供中医药服务，鼓励中
医医师和有条件的中医诊所组建团队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成都商报

四川出台实施意见
支持中医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特约记者 谯继）“家乡的红色
文化需要我们这些后辈弘扬和传播，让红
色资源在这片土地不断渗透，让红色之火
将这方天地照亮。”近日，在达川区巴河畔
的石梯镇立石社区，一面用10块大理石板
镌刻铺就的“红色文化墙”亮相，吸引了众
多参观者的目光。当得知建设者是八旬退
休教师周新安老人时，大家更是称赞不已。

石梯镇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红色资源
丰富。1933年 9月，红军来到原达县福寿

乡（今属石梯镇），当地就有50多人加入红
军队伍，其中有 39 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涌现出周念文、沈光富、罗万益、何光清等
革命先烈。

为牢记革命先烈，弘扬和传播他们的
革命精神，在纪念红军入川 90 周年之际，
石梯镇立石社区年逾八旬的退休教师周新
安老人，与其他老同志一起广泛搜集挖掘
当地红色资源，整理出了近10万字反映当
地红军事迹的历史资料。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
地历史研究会指导，在红军后代覃作民女
士的资助下，周新安老人共筹集资金近 2
万元，用于建设红色文化墙。经过艰苦细
致的工作，一个长8.8米、宽1.2米，载有本
地 39 名烈士英名、近 10 名当地革命先烈
事迹的红色文化宣传墙展现在立石社区
大道旁。

据悉，周新安老人热心红色文化教
育，曾于2019年在立石社区重建立石子书
院，收集 3000余册有关农业、科技、常识、
红色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免费向当地村民
开放。“红色文化墙的建成，成为了继立石
子书院之后，对青少年和广大群众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阵地。”
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党支
部书记牟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