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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万物生长。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庙头村的
桑园里，70 岁的蚕农吴雪凤正忙
着打理桑树，身旁大片的新绿十
分惹眼。

太湖东岸的吴江，自古以丝绸
知名，蚕桑是农事之首。吴雪凤记
得，年轻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
村里到处是桑园和鱼塘。塘埂种
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
塘，塘泥壅桑——古代就已成型的
这种循环农业被称为桑基鱼塘，曾
撑起吴雪凤一家人的生计：她靠种
桑养蚕供两个儿子上了大学，家里
也住上了新楼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传统养蚕业向
西部迁移，吴江的桑园面积逐渐减
少，桑基鱼塘作为一种自然修复手
段的功能也不断弱化。近年来，随
着吴江全域纳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当地制定了蚕桑
生态补偿办法，推进蚕桑丝绸产业
智能绿色制造，构建“蚕桑种养+
丝绸加工+蚕桑文化旅游”产业
链，让蚕桑产业形成新循环。

吴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马天琦
说，桑基鱼塘系统不仅是一种优秀
的农业生产模式，更是长三角地区
乃至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当地
希 望 复 兴 桑 基 鱼 塘 系 统 ， 重 现

“绿桑成荫、鱼塘连片”的江南水
乡风韵。

庙头村是吴江首批恢复桑基鱼
塘的试点村。村里建起了现代化蚕
桑综合示范基地，桑园采来的桑叶

通过机器自动喂给，养蚕变得更加
智慧高效，蚕农也轻松了不少。

80多年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
庙头村西边四五公里的七都镇开弦
弓村考察蚕丝业，写下名作《江村经
济》。如今，当地政府和企业共同投
资，在开弦弓村建起了占地面积达
500亩的生态农业景观项目“山水桑
田”，水、田、桑交相呼应，蚕农劳
作的场景再现，让蚕桑文化有了新的
打开方式。

留住蚕桑文化，织就美丽乡
村。清明假期里，震泽镇众安桥村
的150多亩桑基鱼塘成为周边游客
青睐的新晋打卡点。村里将桑园和
鱼塘交给附近的一家田野餐吧来打
理，一产与三产在这里交融：游客

可以坐在桑树下边喝桑茶边钓鱼，
在餐吧里吃到时令的水菜湖鲜，下
榻民宿朝夕拥抱田园生活……

桑园也成为众安桥村人茶余饭
后散步的好去处。村民陈荣林说，
大家都觉得村里更美了，一点都不
比城里景区差。村里人气旺了，在
市区上学的孙女假期更愿意回来住。

如今，吴江的桑园面积已经止
降回稳，“蚕桑之乡”的韵味又回
来了。目前“吴江蚕桑文化系统”
已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名单，“吴江环长漾桑基鱼塘农
业系统”也入选省级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录，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重
新焕发生机。

新华社南京4月7日电

留住蚕桑文化 织就美丽乡村
苏州吴江：复兴桑基鱼塘重现江南水乡风韵

推进长三角医保一体化，是将
居民期盼点作为改革突破点的重要
举措。2018 年，上海会同苏浙皖三
省医保局试点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目前这一便民服务涉及长
三角41个城市2.45万家医疗机构，
累计结算超3300万人次，减少群众
垫付近56亿元。

近年来，医保“一体化”不仅在
长三角“面”上扩大服务范围，还在
示范区“点”上升级服务效能，让居
民切身感到“一体化”的可观可感。

去年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退
休的陆阿姨，如今随子女居住在上
海市青浦区。由于她患有高血压，
来上海前有个顾虑就是自费就医配
药。可当她实地配过一次降压药
后，发现与在吴江一样，“零差别”的
体验让她十分舒心，并分享给一些
像她一样跨省而居的“老伙伴们”。

据陆阿姨介绍，她拿着吴江医
保卡在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人民医
院就诊时，并不需要备案手续，从挂
号开始就“一路畅通”，看完医生后
可用医保卡直接结算降压药的费

用。不仅如此，第一次就诊后，通过
互联网医院还可以足不出户在线复
诊，并用医保直接结算，省心省力。

陆阿姨所在的苏州吴江、上海
青浦，以及毗邻的浙江省嘉兴市嘉
善县，组成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

记者从青浦区医保局了解到，
自 2020 年 8 月起，示范区内医保部
门推动了五件事：区域就医免备案、
经办服务一站式、慢病特病结算通、
网上医保在线付、异地审核协同化，
实实在在体现了“同城化”为居民联
出健康“获得感”。

2023年9月起，示范区内872家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全部实现免备案
异地购药直接结算，意味着三地居
民在异地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购药
时，可使用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直接进行结算。截至今年3月末，累
计结算 7186 人次，累计金额 135.56
万元。

业内认为，长三角医保一体化
持续“上新”，不仅有效满足长三角
群众跨区域工作生活需求，促进长

三角区域内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更
为区域内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创造
了条件，进一步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比如，青浦区是物流总部集聚
地，有不少来自嘉善、吴江的快递小
哥，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偶感风寒，
主要靠到药店购药解决。如今，不
仅可以跨区使用医保卡，即使没带
医保卡，用医保电子凭证也可以直
接在药店购药。

医保服务一小步、民生健康一
大步。长三角医保“一卡通”背后是
就医数据共享、审核标准协同等成
百上千个环节的打通，这离不开三
省一市有关部门主动适应新发展格
局，一点点磨合、一项项推进，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

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
悉，下一步上海医保部门将进一步
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持续推
进长三角医保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
利共享，在异地药店购药直接结算、
医保“三个目录”统一等方面持续
发力，推动长三角医保一体化走深
走实。 新华社上海4月6日电

一张卡里联出的“获得感”

无人机拍摄的吴江区震泽省级湿地公园桑基鱼塘。图源：新华网

“现在AI辅助阅片后，一两
分钟就能发现微小病灶，发现率
明显提升。”4月6日，在温州市
中心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陈雀
芦熟练地点开“健康云检”系统
分析，快速定位病灶，给出诊断
结果。他告诉记者，该应用不仅
提升医生效率，更让患者实实在
在获益，“现在温州全面推广该
应用，患者只要检查一次，各家
医院都可共享AI影像诊断。”

这是温州一体化打造“健康
大脑”平台带来的便利。眼下，
温州打通全市739家公立医疗机
构信息数据，共享患者诊断信
息，已在全市建立676万条个人
健康档案。温州“健康大脑”数
据中心统一开发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正式上线“健康云检”“温
心在线”“数字家医”等系统应
用，覆盖医学检查服务、线上心
理健康服务、家庭医生服务，目
前已为全市医疗机构提供近700
万人次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分析。

“以前患者在做冠状动脉
CT增强扫描后，医生要手动处
理600多张图像，完成判读、评
估、报告撰写及审核的工作。由
于处理数据量大、流程长，患者
从做完检查到拿到报告往往需要
48小时左右。”温州市中心医院
信息科相关负责人表示，统一应
用影像人工智能技术后，提高了
各家医院检查准确率，“健康云
检”系统涵盖脑、肺、骨骼、周
身血管等十余种部位的人工智能
辅助分析。系统显示，院内脑卒
中AI危机提醒近1500人次，助
力各级医疗机构减少误诊漏诊，
提升医学影像报告分析效率。

基于共享健康数据，温州致
力提升全市家庭医生工作效率，
规范管理全市慢病患者。“数字
家医”应用供患者在线签约家庭
医生、查看慢病档案、线上预约
挂号和问诊。为实现业务功能统
一化，系统还开发医生端、治理
端和慢病管理数据库，目前累计
注册用户21.05万人，绑定居民
33.63万人。

借助“健康大脑”平台，温
州提升心理健康管理服务，“温
心在线”平台为市民提供心理
科普、筛查、咨询、疗愈服务
等，整合全市线下心理健康服
务站点，方便有需要的市民预
约和导航。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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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打造“健康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