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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的三十二长城，是
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省文物保护单
位。如此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却被人永久性
破坏，原因仅仅是为了“抄近道”，让人愤懑与痛
心的同时，更暴露出野外文物保护还存在着明
显的“盲区”。
  从三十二长城被破坏的现场照片中能看
出，这段古长城如同夯土堆，看上去平平无奇，
也没有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当事人无知无
畏，使用挖掘机对古长城“穿墙”而过，固然是破
坏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受到法律严惩，但当
地文物保护部门是否真正尽到文物保护宣传普
及责任？对野外文物保护是否还存在盲区？这
些问题值得深思。
  每一处古长城遗迹，都是重要的不可再生
资源，一旦被破坏就再难复原。野外文物保护的
确面临非常大的难度，这更要求主管部门要积
极主动作为，严格落实国家相关要求，对野外文
物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加强巡查和
维护，及时发现文物保护隐患，让野外文物保护
始终处在“监控”之下。
  另外，当事人拦腰“挖断”古长城，也从侧面
反映出群众对文物保护缺乏认识，对破坏文物
的严重后果缺乏了解。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充
分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法治宣传日”等契
机，对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宣传解读，引
导公众关注文物保护，营造全民参与保护文物
的良好氛围。
  保护文物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只有大家用实际行动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
才能真正消灭文物保护的“盲区”。

  日前，山西省右玉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称，杨千河乡境内的三十二长城
被人挖开一个缺口。经查，犯罪嫌疑人郑某
和王某在附近施工时，为了节省路程，用挖
掘机将古长城原有豁口挖成一个大缺口，
以便于挖掘机从该缺口处通行，对明长城
的完整性和文物安全造成了永久性破坏。
             （据光明网）

□本报评论员 赵春晖

古长城被挖出缺口

也暴露了文保缺口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6日从中国疾控中
心获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已发布《中国流感
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3-2024）》，为更好地指导
我国流感预防控制和疫苗使用工作作出指引。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有关专家表示，流行
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对人类健康危害严重的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孕妇、婴
幼儿、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危
害更为严重，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
的场所易发生流感暴发疫情。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降低流感相关重
症和死亡负担的有效手段。新版指南明确，建议所
有≥6月龄且无接种禁忌的人都应接种流感疫苗。优
先推荐包括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

种或多种慢性病人群、6至59月龄儿童及其家庭成员
和看护人员等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及时接种。
　　根据指南，在接种剂次方面，对于流感病毒灭活
疫苗，建议6月龄至8岁儿童，如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
苗，首次接种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4周；2022至
2023年度或以前接种过1剂次或以上流感疫苗，则接
种1剂次；9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无论是否既往接种过
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对于流感病毒减毒活疫
苗，无论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接种1剂次。
　　指南还提出，建议各地在疫苗供应到位后尽早开
展接种工作，尽量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接种。对
可接种不同类型或不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由受
种者或其监护人自愿选择接种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无
优先推荐。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新版流感疫苗接种指南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关
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支付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明确对于通用名管理较为成熟的耗材类别，将
逐步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目录，并逐步扩大国家目录
涵盖的耗材类别范围。
　　通知明确了纳入医保支付的耗材范围，加强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与医用耗材支付管理联动，逐步将未被
纳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构成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规定
纳入医保支付管理范围。对于原则上临床价值不高、
价格或费用远超基金和患者承受能力的医用耗材，以
及非治疗性康复器具等不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在加强医保准入方面，通知明确各省份通过规范
的评审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目

录，并鼓励优先将符合现行支付政策的集采中选耗材
纳入目录，探索对独家或高值产品通过谈判等方式
准入。
　　同时，通知明确要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及时
增补必要的新技术产品，退出临床可被更好替代、经
济性评价不佳、被有关部门列入负面清单以及其他不
符合医保要求的产品。
　　为推动支付政策更加科学化精细化，通知要求逐
步淘汰单纯依据费用水平分段支付、一刀切的定额或
限额支付等较为粗放的支付政策，各统筹地区可根据
实际情况对部分价格或费用较高的医用耗材设定先行
自付比例。并鼓励各省探索制定医用耗材医保支付标
准，可进行动态调整。

国家医保局：将逐步扩大国家目录涵盖的耗材类别

名称 时间 地点

七
项
活
动

潍坊市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 9月23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2023年“潍坊最美农民”颁奖 9月23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齐鲁样板·更好潍坊”乡村振兴摄影（短视频）大赛颁奖 9月23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庆丰收文艺演出 9月23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电商直播促消费活动 9月23日-24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第五届潍坊中国农民画展 9月23日-24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安丘市第二届蜜薯节 9月28日-30日 安丘市柘山镇

六
项
展
览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宣传展 9月23日-24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齐鲁样板·更好潍坊”乡村振兴摄影（短视频）大赛优秀作品展 9月23日-24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2023年品牌农产品及预制菜展览 9月23日-24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9月23日-24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智慧农业小型装备展 9月23日-24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乡村振兴普法宣传展 9月23日-24日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23日在安丘启幕
由七项活动和六项展览组成，主会场设在安丘市青云山广场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玉芳）潍坊市
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日至30日在安丘举办。
　　本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充分展现潍坊市特别是安
丘市乡村建设新面貌，赓续农耕文明，保护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彰显农民新风采，营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氛
围，激发农业强市建设的强大动力。
　　本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由中共潍坊市委农办、潍
坊市农业农村局、潍坊国家农综区推进办、安丘市人民
政府主办，安丘市农业农村局、安丘市大汶河旅游发展
中心承办，活动主题为“庆丰收·促和美”。主会场设在
安丘市青云山广场，分会场设在安丘市柘山镇。届时，
潍坊市有关领导、农民代表、“齐鲁样板·更好潍坊”乡
村振兴摄影（短视频）大赛优秀作品获奖者、新型经营
主体代表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将参加丰收节。
　　据悉，本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由七项活动和六项展
览组成（详见右表），现场既有盛大的开幕式和庆丰收
文艺演出，又有农民画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和智慧农
业小型装备展等，可谓是内容丰富，精彩连连。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贺德良）9月6日
上午，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在东方大酒店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为推动黄河、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合力讲好“黄河故事”，传播“大运河声音”，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与潍坊市人民政府于9月7日至10日在我
市举办“河和之契：2023黄河流域、大运河沿线非物质
文化遗产交流展示周”暨黄河流域文化生态保护区发
展论坛。
  据介绍，本次活动共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河和
之契：2023黄河流域、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
展示周”。本次策展主题以黄河流域九省为主，兼顾策

展内容的可持续性，聚焦特色城市非遗系统性保护，聚
焦传统技艺项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精神力量。通过黄河在山东入海“河海之间的对
话”，以“河和之契”品牌持续赋能山东文旅事业高质量
发展，充分展示黄河流域、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独特艺术魅力；另一部分是黄河流域文化生态保护
区发展论坛。本次论坛以“讲好黄河故事，传承中华文
明”为主题，设置“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黄河重大战
略”等10个议题，由沿黄九省区非遗领域专家、学者自
选议题，为黄河流域非遗保护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

“河和之契：2023黄河流域、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示周”

暨黄河流域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展论坛今起举办

合力讲好“黄河故事” 传播“大运河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