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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必需
的产床，一张不能少。

3 月 2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
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
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
兜底责任。

如何兜底？根据要求，人口30
万以上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
2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
务，人口 30 万以下的县（市、区）原
则上至少有1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
开展助产服务。

此外，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
区要保障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
备助产服务能力。

若有公立医疗机构拟关停产
科，则要广泛征求建档孕产妇意
见，书面征求当地街道办事处（乡
镇政府）和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意见。

兜底离不开医务人员。一面是
完善医院内部分配制度，努力保证
产科医师收入没有太大落差，一面

是针对部分产科变化调整，做好合
理安排，注意温暖医务人员的心。

助产服务是基本医疗服务。偏
远地区多保留一张产床，“母婴平
安”就可能多添一份保障。“小家”的
幸福，也是“大国”的牵挂。

确保“生得了”，还要“生得
好”。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婴儿死亡
率降至 4.5‰，孕产妇死亡率降至
15.1/10万，居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
前列。全国住院分娩率为99.94%，
基本实现全部住院分娩。

从多年前“一床难求”，到如今
部分产科床位出现闲置，随着经济
社会进步和人口发展变化，老百姓
对助产服务的需求开始从“有没有”
转向“好不好”。

“一站式”产检服务、个性化分
娩计划书、“酒店式”产后病房……
越来越多孕产妇希望有更舒适的就
医体验、更温馨的住院环境，“催促”
产科资源因时因势优化。

优化已经“在路上”：助产机构

要加强生育友好医院建设，优化
产科诊室布局和服务流程；提供
以 产 妇 为 中 心 的 人性化分娩服
务，积极开展镇痛分娩服务；有
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开展家属陪伴
分娩……严守母婴安全防线的同
时，不断升级健康服务，产科资源
调整兼顾两头。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有
关负责人说，未来还将鼓励有条件
的助产机构加强高品质、普惠性产
科床位设置，结合院内资源调整优
化，增加产科病房单人间和双人间
数量，切实改善产科住院条件。

生育是家之大事，也是国之大
事。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莫不如
此。让 14 亿多人获得更加公平可
及的医疗服务，不仅需要扩容医疗
卫生资源，也需要进一步科学规划
和布局这些宝贵资源。

归根结底，要让更多人看得上
病、看得好病，让健康这个“幸福生
活最重要的指标”拥有可靠保障。

织牢产科“兜底网”

再偏远也要保留一张“床”

3月 28日，市民在长春轨
道交通6号线华庆路站候车。

当日，经过4年7个月的建
设，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正式开
通运营。这是长春市轨道交通第
三期建设规划中首条开通运营的
地铁线路。目前，长春轨道交通
运营线路增至6条，运营里程由
原来的111.2公里增加至140.8
公里。 新华社发

新华社哈尔滨3月28日电 记
者从哈尔滨市加强历史文化建筑保
护传承专项课题研究工作组获悉，
近三年哈尔滨市已完成近600栋重
要历史文化建筑的数字化信息采
集、测绘建档工作，实现了历史文
化建筑的“数字孪生”，为下一步
精准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提供重要
科学依据。

为了积极推进历史文化建筑保
护与城乡建设融合发展，2021年7
月，哈尔滨市确定运用课题研究方
式推动历史文化建筑保护，计划用
三年时间完成621栋重要历史文化
建筑的“数字孪生”工作，包括历
史文化建筑的数字化信息采集、测
绘建档等。

在数字化信息采集方面，相关
专家通过研究文献、对比考证、现
场勘查等多种途径对历史文化建筑
综合信息进行了全方面梳理、研
判，形成了丰富的信息资料库；在
测绘建档方面，技术人员通过激光
扫描、三维建模等现代技术，完美

“复制”历史文化建筑，建立全面
的数字化档案，形成数据库。

“数据获取精度对历史文化建
筑维护、修缮至关重要。”哈尔滨
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城调所所长甄鑫
强说，针对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
区内建筑房檐雕刻精细化扫描难的
问题，采用空地一体化数字采集方
法，构建了三维数据模型，以可视
化三维模型赋予了历史文化建筑新

生命，让观者“一目了然”。
目前，哈尔滨已对581栋历史

文化建筑进行了数据采集、整理，
并重新设计历史建筑标志牌、加装
二维码阅读功能，方便人们了解历
史文化建筑信息和背后故事。

“以前的基础数据存在不准
确、不完善的地方，统计情况与实
际情况存在偏差。”哈尔滨市历史
文化研究会会长李述笑表示，近三
年来，专家组通过数字技术、调查
研究等手段进行信息采集、测绘建
档、勘误史实，赓续城市文脉，进
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和质量，为哈尔
滨“四季长红”提供强有力的文化
支撑，完成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时
代使命。

哈尔滨：

近600栋历史文化建筑实现“数字孪生”

新华社南京3月28日电 记者
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物理学院杜
灵杰教授率领的国际科研团队，在
量子物理领域取得重大进展，首次
观察到引力子在凝聚态物质中的

“投影”。相关论文 28 日在线发表
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杜灵杰介绍，引力子和引力波
对应，后者已经被实验所证实，而
引力子尚未被直接观察到。“引力
子是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理论相
结合的产物，如果能证实这种神秘
粒子存在，可能有助于实现两大理
论的统一，这对当代物理学而言意
义重大。”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有理论
预言，凝聚态物质中可能存在一种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引力子”，由于
它的行为规律与引力子类似，被形
象地称作引力子的“投影”。

5年前，杜灵杰团队在分数量
子霍尔效应中发现一种新的集体激
发现象。理论物理学界认为，这可
能是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引力子存在
的证据，并提出了实验方案。

“但当时国内外没有符合实验
要求的测量设备。因为这个实验对
设备的要求极高，而且看上去自相
矛盾。”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南京
大学博士生梁杰辉告诉记者，一方
面，实验需要极低温和强磁场——
温度仅比绝对零度高约 0.05 摄氏
度，磁场强度要达到地球平均磁场
的 10 万倍以上，虽然这两个条件
可以通过特殊的制冷机实现，但另
一方面，为了开展光学测量，制冷
机上必须安装透光窗户，这又很容
易导致实验温度上升，机器振动也
会影响光学测量的精度。

团队花费3年多的时间，在南
京大学校园内自主设计、集成组装
了一套实验装置。“你可以把它理
解为一座两层楼高的‘显微镜’。”
杜灵杰说，经测试，该装置的多项
测量参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依靠这一利器，团队成功在砷
化镓半导体量子阱中观察到分数量
子霍尔效应引力子，并分别从自
旋、动量、能量三个角度确认了相
关实验证据。

“这是引力子概念自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被提出以来，首次在实验
中观察到它的‘投影’。”杜灵杰
表示，团队将继续深入研究引力
子物理世界，“期待这座‘显微
镜’给我们带来更多量子前沿领域
的新发现。”

我国科学家

在世界上首次观察到

引力子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