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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在新疆阿勒
泰 市 汗 德 尕 特
蒙古族乡，选手
在 参 加 抱 石 头
比赛。

夏初时节，
新 疆 阿 勒 泰 市
汗 德 尕 特 蒙 古
族乡举办“兴生
态·宏 文 旅·泰
美好”第六届文
化 旅 游 活 动 。
热 闹 欢 快 的 歌
舞表演、激情四
溢的民俗运动，
吸 引 当 地 牧 民
和 游 客 参 与 其
中，感受民俗文
化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民俗文化活动为牧区生活添彩

今年 4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

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健康

体重管理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属（管）、

省（区、市）属综合医院、儿童医院、中医医

院要在 2025 年 6 月底前基本实现健康体重

管理门诊设置全覆盖。

目前体重管理门诊开设情况如何？公

立医院在健康减重方面有什么“秘诀”？“新

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进行了调查。

科学减重需求旺盛

走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联合减

重门诊，候诊区坐满了人。42 岁的王女士

身高 1.65 米，体重达 85 公斤，体检时血糖偏

高让她心急如焚。“以前减肥盲目节食，总

是反弹 。”王女士说，“ 听说这里能科学减

重，就赶紧来了。”

像王女士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国家

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 18 岁及以上居

民超重及肥胖率已超 50%。肥胖及相关代

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已

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肥胖率攀升的背后，是现代社会生活方

式的深刻变化。快节奏的工作模式让“久

坐”成为常态，外卖、快餐等高热量饮食占

据日常餐桌，运动时间却严重不足。

此 外 ，儿 童 肥 胖 问 题 同 样 不 容 忽 视 。

中 国 疾 控 中 心 数 据 显 示 ，当 前 ，我 国 6 岁

至 17 岁 儿 童 青 少 年 超 重 肥 胖 率 约 为

19%。专家指出，超重肥胖儿童往往合并

多 种 代 谢 紊 乱 问 题 ，还 易 产 生 焦 虑、抑 郁

等心理健康问题。

为了减肥，很多人尝试过极端节食、代餐

甚至减肥药，但往往反弹快，甚至损害健康。

科学减重需要医学干预，而非盲目尝试。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联合减重门

诊暨减重中心副主任医师陆迪菲表示，体重

管理不是单纯减重，而是改善整体健康。

陆迪菲介绍，该门诊自 2016 年成立以

来 ，已 接 诊 超 2000 名 患 者 ，规 律 随 访 近

1000 名患者。今年一季度，就诊人数和就

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超 60%。通过综合

干 预 ，体 重 较 基 线 下 降 超 5% 的 患 者 达

40.9% 至 50.9%。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多地医院已开

设体重管理门诊。其中，苏州已有 37 家医

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上海大部分市级

医院和区级医院、近半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都已开设与体重管理相关门诊。

体重管理门诊并非简单“开减肥药”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体重管理门诊并非

简单“开减肥药”，而是结合医学评估、营养

指导、运动处方、行为干预等综合手段，形

成个性化方案。

“与商业机构相比，公立医院体重管理门

诊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医疗专业性和科学规范

性。”中国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毛群安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联合减重门

诊为王女士提供了一整套减重方案：接诊医

生先对她进行体脂分析、代谢率检测和饮食

习惯评估，然后临床营养师为她制定低升糖

指数饮食方案，运动康复师根据她的膝关节

情况推荐游泳和快走结合方式。中医科医

生还为她进行体质辨识，建议配合针灸和中

药调理代谢。

苏州市立医院院长陈彦介绍，体重管理

中心并非由一个科室单打独斗，而是采用多

学 科 协 作 模 式 ，由 内 分 泌 科、运 动 医 学 中

心、营养科、消化内科、胃肠外科、中医科、

体检中心等多学科团队紧密协作，确保患者

获得全方位健康管理支持。

中医在体重管理中也发挥着独特作用。

“中医讲究‘治未病’与整体观，体重管理要

通过调理脾胃、祛湿化痰等方式重建人体代

谢平衡。”苏州市立医院康复院区中医科主

任王晓文说。

部分基层社区医院也在试点体重管理

服务。杭州市拱墅区长庆潮鸣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营养体重管理门诊自 2024 年

7 月开设以来，门诊业务量维持在每周 6 至

10 人，已累计管理 110 余名就诊者，其中减

重 2.5 公斤以上的就诊者达 22 人。

“该中心门诊挂号费全免，专业营养咨

询按医保丙类收费 25 元/次，人体成分分析

自费 50 元/次，线上随访全程‘零付费’。”中

心主治医师许丽琼表示，社区门诊的优势在于

价格亲民、就近便捷，且能结合慢性病管理，为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膳食指导。

如何让科学减重“可持续”？

尽管体重管理门诊发展迅速，但在落地

过 程 中 仍 面 临 理 念、人 才、考 核 机 制 等 挑

战。受访专家表示，未来需从政策支持、公

众教育、技术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据了解，目前一些医院未将体重管理纳

入科室考核指标，导致医务人员积极性不

高。专家建议，可开发智慧管理系统自动抓

取减重效果数据并换算为绩效点数；比如，

管理 1 例成功减重 10% 的患者，团队可获得

相当于 3 个普通门诊的绩效。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地区的体重管理

门诊费用需患者自费，部分检查项目、减重

药物等未被纳入医保，导致一些患者因经济

原因无法坚持全程管理。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儿童医学中心儿内科研究员韩颖建议，探

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动将部分体重管理

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韩颖说，儿童科学减重速度应是每周

0.5 公斤左右，过快减重可能导致肌肉流失、

代谢下降。建议加强健康宣教，提高公众对

科学减重的认知。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监

管，确保体重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避免被商业行为带偏。

受访专家建议，下一步应制定国家标

准，建立从筛查诊断到随访管理的全流程规

范，推动“互联网+体重管理”模式，让科学减

重服务更可及。同时，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体重管理门诊，未来更

多社区医院有望成为居民健康减重的“第一

站”，形成“医院—社区—家庭”联动机制。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体重管理门诊加速落地

如何科学“减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李 恒 顾天成 黄 筱

热点关注热点关注

158 家境外展商参展，数量比上届

增长 116%；线下参观人数突破 22.5 万

人次；“在线丝博会”网站点击量超过

810 万人次……以“丝路融通·开放合

作”为主题的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博

览会，25 日在古都西安落下帷幕，展商

数量和展品种类再创新高。

丝博会已成功举办九届，不仅成为

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能级开放平台，

也是观察中国开放和发展活力的重要

窗口。

“科技范儿”十足的展品，彰显中
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步入展厅，机器人互动区前排起长

队，无人机阵列与无人驾驶车彰显科

技力量。“我们搭建了无人机在气象、

消防、救援等多领域的应用场景，还自

主研发了监控平台，助力低空经济基

础设施建设。”中国电信陕西分公司工

作人员李宸说。

展厅里一架翼展达 5.2 米的无人机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架无人机载

荷 30 公斤，可以携带航拍相机、光电吊

舱、基站和应急物资储运舱等多种任务设备，用于地理测绘、

物流运输、综合巡线和应急救援等领域。”西安爱生技术集团

展位上的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本届丝博会首次设立低空经济展区，覆盖低空制

造、飞行服务、应用场景、安全管控等全产业链环节，以多种形

式全面呈现低空经济领域的发展成果与前沿技术。

此外，无人车、人形机器人、移动充电车，一件件“科技范

儿”十足的展品显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拓宽“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新领域。

新石器无人车科技有限公司西北大区公共事务负责人龙

飞飞透露，使用无人车可以使单件快递派送成本降低 30%，公

司业务已在海外布局。

越来越多的“新面孔”，见证“中国机遇”与“世界期待”的
双向奔赴——

第一次来到丝博会的斯里兰卡茶叶展商萨曼为中国的飞

速发展感到惊奇。他感慨道：“现在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好时

机，我已经在筹备布局中国分公司！”

韩国大邱广域市政府上海代表处负责人陈新歌这次带来

了不少中小企业。“除了大型企业，如今有不少韩国中小企业

也希望能借丝博会寻得合作机遇，开拓中国市场。”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第九届丝博会上出

现更多新面孔，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带来新品首秀。

6 月 1 日起，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互免签证协定将生效。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电子产品协会驻华总代表帕尔韦兹·

扎里波夫表示，中乌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优势各异，产业互补

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无独有偶，第九届丝博会 25 日在西安闭幕，第二十届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会当日在四川成都开幕，一个个对外开放平台，

印证着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共谋发展，擘画电子商务合作新蓝图——
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巴基斯坦的家具、尼泊尔的卡垫……

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商品吸引了中国消费者的目光。

“哈萨克斯坦的蜂蜜、巧克力以及农副产品都深受中国消

费者的喜爱。”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妮塔和丈夫元朝辉一起开

办了陕西丝路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跨境电商业务。近

期，他们还将国内的鲜切花出口中亚国家，并起名为“长安花”。

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与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在内的 30 多国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

在本届丝博会上，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副司长侯

斌介绍，今年将面向双边合作伙伴推出“丝路电商惠全球”主

题活动，推出系列合作举措。

疾驰而过的中欧班列取代了古丝绸之路上的驼铃阵阵，

数字经济、物流运输、文旅产业……合作空间持续拓展，经贸

往来日益频密，朋友圈不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从谋篇布局

的“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新华社西安 5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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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条件艰苦，三伏天会降雪，一

下午能晒爆皮；这里生态富饶，是生物

多样性特色十分鲜明的罕见草场，也是

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补给区。

在青藏高原东部的甘南草原，30 多年

来，兰州大学一代代师生扎根于此，用

“生态之眼”揭示青藏高原的秘密。

1992 年，兰州大学教授杜国祯带

队建立甘南草原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甘南站”）。当时，

国外长期定位监测已有上百年历史，而

我国少有这样的站点。只有掌握水、大

气、土壤等的长期监测数据，人们才能

准确了解复杂生态系统的变化，并实现

精准管护。

30 多年来，兰大师生扎根在海拔

3000 多米的甘南草原开展长期监测。

2021 年，甘南站获批国家站，北京、南

京 等 多 地 大 学 生 前 来 学 习 工 作 。 到

了 夏 天 ，站 上 最 多 有 约 200 人 。 不 少

学 生 在 这 里 找到学术方向，选择在西

部扎根。

如今的站长、兰州大学生态学院教

授马妙君，自 2004 年起在甘南站开展

科研工作。在大风中搭建帐篷、抢救被

褥，雨落帐篷如敲响鼓、说话靠吼，夜里

四下漆黑、偶有野兽来袭，天蒙蒙亮就

要赶在牛马喝水之前去小溪提水……

可他却说：“我们是研究大自然的，就要

住到大自然里。”

20 多年来，他已累计采集了 21.97

万个种子库土芯、鉴定了 35.67 万个种

子库幼苗及 39.98 万个种子雨物种的种

子，首次探明了青藏高原主要生态系统

的土壤种子库组成和结构。

土壤种子库有啥用？马妙君打了

一个生动的比方：“种子库也被称为种

子银行。一株植物产生很多种子、沉入

土地，日积月累，储量巨大，相当于把大

自然的种子存进了银行。研究它可以

知道种子的历史，也可预测未来。”

通过对这一领域的长期研究，他们

不仅摸清了高寒草甸、高寒草地、荒漠草地等青藏高原不同

地区的种子库情况，也发现了数量巨大的种子库有一定的

抵抗力、恢复力，这对生态修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土壤退化后，想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撒种子、补肥料。

事实上，土壤中有大量种子，能够实现自我修复。尤其在高

寒环境下，有的种子休眠期可达二三十年。这样既能减少

投入，也免去了生物入侵的风险。”他说。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小草籽，在马妙君眼中有千姿百

态，长短圆扁各有不同。“我最喜欢的是高山豆。在野外做

样方是很枯燥的，我们常常得蹲着或跪着、趴着两三个小

时。当看到高大植物下突然出现很小、很可爱的高山豆，人

一下子兴奋了。”

奇妙复杂的大自然也磨炼着人的心性。“在大自然的风

霜雨雪洗礼后，我学会了不抱怨，学会了沉默，学会了融入

大自然。我们沉心做实事，心中的激情梦想一直都在。”马

妙君说。

关注到气候变化新动向，团队于 2017 年建立气候变化

实验平台。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变暖程度比全球平均程度

高。温度升高，会打乱物候的顺序与格局，影响群落结构，

甚至生物多样性。目前，相关研究仍在持续。

“00 后”兰大博士生白浩楠已在甘南站工作 4 年。“开始

有点不适应，这儿离县城远，没什么娱乐活动。但在师兄、

师姐的影响下，我把心放在了科研上，对生态系统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老带新，既是互帮互助的精神传承，也能给予后

来人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底气。”

马妙君说，他们致力于将甘南站建成国际一流的高寒

生态学研究基地、生态学人才培养的摇篮。“对标国际，我们

仍在跟跑，希望通过努力能逐步并跑、甚至领跑。”

          （新华社兰州 5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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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华裔泰国公民何贤德特地起了个

大早，驱车 40 多公里，满怀期待地来到泰国

梭桃邑港朱克沙美码头。

老何今年 72 岁，祖籍广东省潮州市，是

移民泰国的“侨二代”。自从前几天在新闻

里看到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 2”号在历

经 6 个多月的南极考察后即将首次访泰举办

开放日，他就心心念念着一定要来看看。

先进的科考设备、齐全的生活保障、舒

适的居住环境……船上的一切让老何觉得

新奇又兴奋。从月池间到实验室、报告厅，

老何左看看、右拍拍，按快门的手就没停过，

只觉得参观时间太短，眼睛看不过来。路过

登船大厅，他还兴致勃勃地掏出手机，用一

口流利的潮汕话和儿子打起视频：“这就是

中国的科考船，太厉害了！”

耐心等落在参观队伍最后的老何拍完

照，泰国志愿者陈梦云举起引导旗，带着大

家前往下个点位继续参观。

“这里是‘雪龙 2’号的驾驶台，配有各种

先进的雷达装置，船航行时大部分操作都在

这里完成。”边引导边讲解，陈梦云熟练自

然，丝毫没有首次登船的生涩。

作为泰国东方大学中文专业的大四学

生，陈梦云同样对此次开放日期待已久。“接

到做志愿者的任务后我们同学都非常兴奋，

很早就开始准备资料、反复练习，了解‘雪龙

2’号和中国极地科考的相关情况。”她说，

“但真到上船前，还是感到紧张。幸好有中

国队员的专业培训、耐心解答，我们才能快

速熟悉情况。”

“这里伙食太好了，两个月我足足胖了 5

斤！”驾驶台另一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教授

达鲁玛斯正和参观民众交流，人群中不时传

来欢快笑声。作为中国第 41 次南极考察罗

斯海联合航次的队员，他在“雪龙 2”号上待

了两个月。回到泰国后，他主动请缨当起讲

解员，和大家分享亲历者的感受。

“搭乘这艘船，我们甚至能在天气和海况

都极为恶劣的秋天前往南极科考。”达鲁玛斯

说，“我们希望获取的样本、想做的研究，大部

分都能实现。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自 2016 年中泰签署《极地科研合作谅解

备忘录》以来，已有 15 名像达鲁玛斯这样的

泰国科研人员参与中国南极科考。在中国

南极长城站，还建设有“中泰诗琳通公主南

极联合实验室”，在极地生物生态、海洋化

学、大气和天文学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

一天时间过得很快，开放日很快进入尾

声。梯口处，带完最后一批参观民众的陈梦

云意犹未尽：“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想再

来一次。”

艉 甲 板 ，老 何 兴 奋 地 和 队 员 们 挨 个 合

影，握着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感谢你们举办

开放日，让我们了解中国有这么先进的极地

科考船，极地事业做得这么好。欢迎你们随

时再来泰国啊！”

驾驶台，泰国中学生许翊明对各种科考

设备充满好奇，东问问、西看看，直到最后才

依依不舍地离去。临走前，她打开手机翻译

软件，对照着在留言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两

行中文：“谢谢中国”“欢迎雪龙 2”。

中泰极地交流的新篇章，正徐徐展开。

  （新华社“雪龙 2”号 5 月 24 日电）

港口来了中国船
新华社记者 黄韬铭

5 月中下旬的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峰

顶白雪皑皑，山脚下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的温室大棚内却绿意

盎然。

眼下，新疆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樱桃刚刚

迎来采摘旺季，帕米尔高原温室大棚内种植

的樱桃却已“抢鲜”退场。凭借错峰上市、品

质出众的优势，这里的樱桃早在 4 月前便被

抢购一空，每公斤售价超百元的“高定甜”成

为消费市场上的“爆款”。

走进塔县提孜那甫乡占地六百多亩的

温室大棚项目区，智能温控系统营造出与狂

风呼啸的戈壁截然不同的“小气候”。大棚

内，一棵棵樱桃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但树

上的樱桃果已然所剩无几。

“我们在戈壁滩向下深挖 1.2 米，用河泥

替换原生土壤，底部铺设防水透气布，再铺设

地暖管道，顶部加装‘保温被’，打造‘立体调

控’系统。”新疆科创天达农业工程有限公司

塔县分公司生产主管玉苏甫·亚森说，通过这

套技术组合拳，让樱桃在高原上扎了根。

2023 年首批从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移植至帕米尔高原的樱桃树，在经历初期亩

产不足几十公斤的困境后，今年亩产突破

500 多公斤，与平原优质产区产量持平。更

令人惊叹的是，帕米尔高原光照时间长和昼

夜温差大的独特优势，让在这里种出来的樱

桃含糖量高、色泽鲜艳，很快便被消费者预

订一空。

“平原刚开花，我们已收成。”玉苏甫揭

秘“时间魔法”，通过精准控温将樱桃挂果期

提前两到三个月，巧妙避开传统产区上市高

峰，“这种‘人无我有’的策略，让帕米尔高原

樱桃身价倍增”。

帕米尔高原樱桃身价倍增的背后，也有

塔县农牧民转型的故事。在莫明巴依·满苏

尔管理的 6 座樱桃大棚里，物联网设备正实

时回传着土壤湿度数据。这位 35 岁来自塔

县瓦恰乡的汉子曾是牧民，今年 2 月转型为

“樱桃管家”，每月稳赚 4000 元以上，年收入

较过去单纯放牧时增长不少。

“ 以 前 只 在 塔 里 木 盆 地 的 绿 洲 见 过 樱

桃，没想到能在高原种出这么甜的果子！”莫

明巴依说着，随手拿出手机查看大棚内的空

气湿度和土壤含水率等数据。

塔县地处帕米尔高原腹地，平均海拔超

过 4000 米，气候高寒，荒漠化严重，生态环

境脆弱。过去，当地居民日常所需的蔬菜水

果大多依赖外地供应，不仅运输时间长，而

且价格偏高。如今，戈壁设施农业的发展，

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近年来，塔县积极推动设施农业发展，

借助搭建农业设施大棚、引进新品种、推广

新技术等系列举措，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如今，在温室大棚项目区樱桃大棚不远

处，温室内的黄瓜藤蔓攀爬、草莓鲜红欲滴、

人参果挂满枝头。站在大棚外远眺，连片的

现代化温室与巍峨雪山相映成趣。

农户笑称：“这是慕士塔格峰盖戳认证

的‘高定甜’，让戈壁滩成了‘聚宝盆’。”在这

片“风吹石头跑”的戈壁滩上，科技创新正将

“樱桃好吃树难栽”的古老谚语，谱写成“智

慧耕耘果自甜”的乡村振兴新篇。

  （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26 日电）

帕米尔高原的樱桃如何实现身价倍增？
新华社记者 蔡国栋 尹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