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一个视角欣赏风景，家门口也可以成为“诗和远方”，本地游也可以
“深度游”

傍晚，走进胡同寻访故居；雨后，骑车打卡历史街区……最近，一些地
方推出的城市漫步计划，颇受年轻人欢迎，这也为品读城市打开了新的思
路。

在家门口“旅游”，是一种什么体验？“漫步城市中，有驱车看不到的风
景，人文气息浓厚，太有趣了！”“在居住的地方，挖掘不一样的城市故事，很
难忘。”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城市漫步受到欢迎，反映了人们内心对“慢生活”的向往。都市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但“以脚步丈量大地”仍然有着独特的魅力。城市烟火气、街巷
叫卖声，勾勒出生活的千姿百态，更容易触动心弦。不只是漫步，骑行、船游
同样精彩。脚步慢下来，更能亲近城市的肌理和底蕴，感受市井的魅力。

城市漫步受到欢迎，还折射出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我国历史文化
名城众多，古建筑、古街区等文化地标都是鲜活的教材，讲述着民俗故事、
历史变迁。北京推出的一条漫步路线中，从皇城根遗址公园出发，途经北大
红楼、中国美术馆、隆福寺等文化地标，配合详尽的介绍，厚重的城市历史
逐一解锁，跨越数百年的历史长卷徐徐展开，老地方走出了新感觉。潜移默
化间，人们能形成更强烈的文化认同。

当然，要让城市漫步更有“获得感”，软硬件要更贴心。了解人们的深层
需求，推出更多有针对性的路线，提供更多便利设施，种种努力，只为让城
市更宜行。上海让“建筑可阅读”，年来开放建筑 处，设置二维码
处，通过设立文创市集、发布建筑微旅行线路，实现建筑的可读、可听、可
看、可游。“老弄堂里的石库门、梧桐深处的老洋房、陆家嘴的天际线”背后
的城市文化，也得以生动呈现。

城市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城市漫步、在街巷徜徉，换一个视角欣赏风
景，家门口也可以成为“诗和远方”，本地游也可以“深度游”，这或许就是城
市漫步的魅力所在。

本地游也可以“深度游”
邓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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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
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
类共同的责任。”日前，习近平主席在
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的贺信
中，强调中国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
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实践，并表示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
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挖
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
面价值。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重
要历史人文价值、至今仍在生产领域
发挥作用的农业生产系统。在中国，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上
万年农业发展史创造了丰富的农业文
化遗产。目前，中国拥有 18 项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
农业文化遗产对促进文旅融合、生态
涵养、品牌打造、产业链升级、基础设

施完善等有巨大作用。此
次大会主题为“保护共同
农业遗产，促进全面乡村
振兴”，正是为了推动农业
文明瑰宝重焕生机、再添
新彩。

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博
物馆里蒙着尘土的古文
物，而是山野之间生机勃
勃的有机体。浙江青田稻
鱼共生系统创造了“一亩田、百斤鱼、
千斤粮、万元钱”的价值实现机制，多
个省市争相借鉴；内蒙古敖汉旱作农
业系统有 8000年谷子种植史，以敖汉
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减贫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云
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绮丽风
光，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时下，农
业文化遗产利用物种、生态和景观等

优势，带动发展特色农业及文旅产业，
将农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产业
振兴带动乡村振兴。推进活化利用、活
态传承，我国正在走出一条农业文化
遗产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乡村振兴是全面振兴，产业振兴、
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人才
振兴缺一不可。从这个角度看，农业文
化遗产具有综合性，必将在更多领域
发挥功能。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

系统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民
间文化，成为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源泉；福建安溪铁观音茶
文化系统具备显著的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功
能，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提供了启示。不止于具体
的品种、技艺、发明，农业
文化遗产为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了更多可能。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农业文化遗产的世界意义不
容忽视。放眼长远，随着城镇化、工业
化发展，保护农业文化遗产面临严峻
挑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作
为多边合作平台，有助于分享乡村振
兴的中国智慧，有助于各国遗产地相
互交流保护利用的优秀经验，碰撞更

多文明火花，共同推进乡村繁荣。着眼
当下，受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多
种因素影响，全球落实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存在多方面困难，推
动各国在减贫、粮食等方面凝聚共识、
加强合作，也是共渡难关、共谋发展的
题中之义。

20 年前，世界粮农组织提出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时下，农业文
化遗产愈发受到关注，但保护传承工
作仍任重道远。如何让古老生产方式
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如何让更
多农户从农业文化遗产中受益，如何
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
相关问题有待从业者继续探索。我们
坚信：饱含先辈智慧的农业文化遗产，
必将在后人智慧中历久弥新，为人类
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让农业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芒
郑 岩

不少人都曾遇到如下情况，去医
院看病做检查，换一家医院又要重新
检查，令人疲惫，也增加开销。

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四部
门联合印发《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医疗机构应
当按照“以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以质
量控制合格为前提，以降低患者负担
为导向，以满足诊疗需求为根本，以接
诊医师判断为标准”，开展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工作。

“医检互认”不仅能够改善患者跨
院就医体验，也是持续推进解决看病
难、看病贵的利民举措，更是在破解某
些医疗机构陷入“以检查养医”的怪
圈，促使医疗回归医学本质。

然而，好的
初衷也面临现
实挑战。从硬件
来看，不同医院
的检查设备的
精密程度存在
差异。从软件着
眼，医疗器械操
作者的经验和
水平不尽相同。
在软硬件差异
的背后，优质医

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凸显出来。这
些差异难免影响医学检查结果的准确
性，也会对后续诊疗造成影响。为慎重
起见，也为避免纠纷，一些医院和医生
倾向于“以本院检查结果为准”。

正视有关问题，更当针对性解决。
关乎公众健康，理应按科学规律办事，
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并均衡布局。
在此基础上，更新医院检查设备，提高
医生技术水平，则是“补短板、强弱项”
的应有之义。进一步发挥高水平医院
的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推进分级诊疗，
优化完善相关流程，给患者提供更好
就医服务，检查结果互认才会更顺利
推行。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运用，也为

医检结果共享带来新思路。一些地区
已先行先试，打造 5G 智慧医学影像
等样板项目，“云胶片”加速覆盖地方
医疗机构。智能系统还会自动识别医
生开具的检验单，提醒并弹出近期相
同报告单供医生调阅。以浙江省卫健
委开发的“浙医互认”系统为例，截至
今年 4 月，该系统累计互认项目超
302 万项次，节约金额超1.4 亿元。科
技赋能，技术加持，使“医检互认”更科
学、更精准、更高效，相关经验值得更
多地方借鉴。

“医检互认”不是简单的“一刀
切”，而是要在充分保障患者权益、确
保检查准确性的前提下，有效节约社
会资源。确需再次检查时，医务人员也
当耐心向患者说明情况，增进医患相
互理解。相关工作需要方方面面共同
努力，离不开医疗服务整体水平“更上
一层楼”。

以更全面、更有力的改革举措，持
续推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承载着广
大群众的殷切期待。努力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医疗服务，更是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
任。

推进“医检互认”，科学提质精准减负
明健

在有效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畅通
宏观政策传导渠道、促进普惠金融发
展等方面，数字人民币可以发挥积极
作用

广东深圳发放 3000 万元数字人
民币红包，市民可在 1.5万余家线下商
户和美团平台消费场景中使用；浙江
金华成功开办数字人民币缴退税业
务，方便纳税人线上办税；四川彭州
宝山村成为省内首家被授予“数字人
民币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行政村
……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
继续扩大、场景日益丰富，受到消费
者的欢迎。这些实践表明，在有效激
发居民消费潜力、畅通宏观政策传导
渠道、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数
字人民币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人民币有助于消费市场加
速回暖。数字人民币的技术特性尤其
是智能合约技术的运用，有利于精准

促进消费。与传统移动支付工具单一
的支付功能不同，数字人民币可以实
现定时定向支付，能更加高效地与财
税政策配合，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帮
扶服务业等行业走出困境。今年 1 月
下旬至 3 月初，陕西西安市面向社会
公众发放了加载民生领域智能合约
的数字人民币红包补贴，此次活动发
放券包超过 2000 万元，累计带动消费
2.21 亿元。目前，各地纷纷推出数字人
民币红包，应用场景更加丰富，未来
有望在扩内需、稳增长方面大显身
手。

数字人民币有利于畅通宏观政
策传导渠道，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
困难群众和市场主体。无论是近年来
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还是直达实体
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都是为了提高
政策落地时效和资金使用效益。目前
不少地方用数字人民币发放各类财

政补贴，如人才补贴、稳岗补贴、政策
奖补资金等，也用来发放多种类型的
贷款。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发放补贴或
贷款，具有直达市场主体、到账速度
快、可穿透式监管等特点，这为宏观
政策精准落地提供了新渠道。

数字人民币有利于促进普惠金
融更好发展。作为人民银行为国内零
售支付市场提供的公共产品，数字人
民币发行目的就是推动普惠金融的
发展。一方面，数字人民币钱包的设
计，可以方便偏远地区群众在不持有
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开立数字人民币
钱包，有利于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
面。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支付即结
算”、免支付费用等特点，也有利于企
业和相关方在享受支付便利的同时，
提高资金周转效率，降低支付成本。
此外，数字人民币不仅有“电子钱
包”，还有许许多多的“硬钱包”，依托

IC卡、可穿戴设备、物联网设备为用
户提供服务，满足用户多主体、多层
次、多类别、多形态的差异化需求。

数字人民币发展重在服务实体
经济和民生领域。数据显示，截至去
年末，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场景超过800
万个。目前，数字人民币已在批发零
售、餐饮文旅、政务缴费等领域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参与

试点的用户、商户以及交易规模稳步
增长。

下一步，应继续稳妥推进数字人
民币试点，进一步深化在零售交易、生
活缴费、政务服务等场景试点使用，把
数字人民币的创新试点落到服务实体
经济和百姓生活上，让更多企业和群
众感受到数字人民币的便利。

让数字人民币更好惠企利民
葛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