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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地方，能一年吸引
12.9亿人次前来“打卡”？

国家文物局18日发布的最新数
据，为我们揭晓了这个答案：博
物馆。

据统计，2023 年我国博物馆接
待观众 12.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6000多家博物馆各现特色。

“我不在博物馆看展览，就在去
博物馆的路上”——这是一位博物
馆“发烧友”对自己业余生活的描
述，更是当下人们追求高品质精神
生活的生动写照。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走过百余年发展历程，新时代的中
国博物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守望传
统、拥抱未来。

它们更“火”——
“没想到去博物馆也要拼网

速！”这是一位网友“五一”前夕蹲守
湖南省博物馆官网预约的感叹。数
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博物
馆接待了观众5054万人次。

博物馆展览供给不断增加，文

化瑰宝星光熠熠。三星堆博物馆
的青铜面具、良渚博物院的玉琮、
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吸
引不少观众“为一馆，奔赴一座
城”。

众多参观者中，总有一群群身
高刚及展柜边缘的小朋友，好奇地
凝望历史悠远的一个个文物。考
古夏令营、文博大讲堂、实践体验
课，为青少年打开一扇通往历史和
世界之门；红色文物诉说革命先辈
的故事和信仰，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博物馆“热”带动文博话题“火”
了起来，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国
家宝藏》，文博元素在荧幕上的呈现
越发多样，讨论热度越来越高。

它们更“活”——
今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陆续“活”了起来。

逛累了吗？那就来体验考古。
今年“五一”，河南殷墟考古文

旅小镇“上新”考古科学体验馆，主

打一个沉浸式，吸引诸多游客进馆
探险、挖宝。

从“走马观花”到数字化观展，
再到如今的沉浸式体验，科技加持
下，博物馆带来的参与感不断增加。

只看文物不满足？数字技术的
应用，让人们更直观触及历史。

5 月 17 日，利用 AI 绘画、大模
型等相关技术，有“东方睡美人”之
称的汉代辛追夫人化身3D数字人，
展现在世人面前，2000余年前的时
代片段跃动起来。

故宫、殷墟、三星堆……博物馆
纷纷通过数字化，让文物活起来，也
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更有触及感。

逛完博物馆带点啥？文创产品
花样翻新，每一样都“长在审美点”。

“马踏飞燕”玩偶走“丑萌风”，
《故宫日历》开启新年风景，各色文
创雪糕有“颜值”又美味……博物馆
里的文创店，成为博物馆之行的热
门“打卡点”。

它们更有“范儿”——
考古研究不断深入、布展更加

精美、展览讲解有深度又有温度……
博物馆“专业范儿”十足。

“来国博，看中国。你看见的，是
历史之中国、发展之中国、开放之中
国、未来之中国！”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介绍文案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上下
五千年的“中国范儿”，在国博窥见
脉络。

6000多家博物馆，如同一个个片
段与区块，拼出泱泱华夏的时空版
图，展现文化独特魅力。

跨越山海与时光的对话，不止于
此。“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展、犍陀罗
艺术展等走进故宫，与古老宫殿碰撞
出交流火花；荆州博物馆37件（套）战
国时期的文物正赴美“出差”，上海博
物馆举办“百物看中国”系列文物艺
术出境大展，博物馆也越来越有“国
际范儿”。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
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
桥梁。让我们从博物馆出发，以史鉴
今，共赏文明之美。

（新华社西安5月18日电）

12.9亿人次“打卡”！

今天的博物馆更有“范儿”
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施雨岑

血管连接着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名副其实的“生
命通道”。《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显示，
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叠加人口老龄化，我国心血
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升高。该报告估算，我国
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病。

每年的5月18日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血管疾病
都有哪些不易察觉的症状，应该如何保护血管健
康？多位医学专家给出了建议。

——脑袋总是昏昏沉沉？小心颈动脉狭窄！现
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不少人时常感到脑袋昏昏沉
沉。睡眠不足、压力大，或颈椎病、内耳疾病、低血
糖等健康问题都可能导致头晕。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
医师罗明尧提示，除了上述原因，要小心不适感由
颈动脉狭窄引起。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主要血
管，40岁以后颈动脉斑块检出率随年龄增长迅速
上升。颈动脉狭窄会限制血液流向大脑，进而引发
头晕、昏沉等症状。如果出现突然的严重头晕、单
侧肢体无力或麻木、语言困难、肢体协调障碍等症
状，尤其需要警惕颈动脉狭窄的可能，尽快就医
排查。

——甜蜜的“血管杀手”如何防范？当前，过量
摄入糖对血管的损害已经在医学界形成共识。北京
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欢介绍，长期的
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和神经，高血糖会导致血管壁弹
性减弱，血液流动受阻，形成血管堵塞。特别是在
下肢，由于重力作用和距离心脏较远，血液循环本
就不如上半身畅通，易出现糖尿病足等并发症。

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汪芳建议，如果
以前钟爱含糖饮料或糕点，现在就改掉这个习惯，
可以吃点新鲜蔬菜、低糖水果，如柚子、蓝莓、西红
柿等，慢慢减轻对糖的依赖。

——伤害血管的高危因素还有哪些？北京安贞
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医师杨耀国表示，吸烟是伤
害血管的主要因素之一。烟草中的尼古丁和其他
化学物质会损害血管内皮细胞，导致血管收缩和血
压升高。另外，长期摄入过量的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和高盐的食物，都会增
加血液中的脂质和糖分含量，加速血管损伤和老化，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
形成。

此外，缺乏运动、长期大量饮酒、长期压力过大、不规律的生活作息以及慢
性疾病控制不良都会增加血管疾病的风险。

——哪些生活习惯有助血管健康？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医师
唐小斌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维护血管健康和预防动脉硬化至关重要。多
吃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的食物，如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优质的鱼虾、牛肉、猪
肉等，减少油炸、高糖、高盐食物的摄入，有助于降低血脂、血糖和血压，减轻对
血管的压力。

在定期体检中，要注意监测血压、血脂、血糖，以及尿酸、同型半胱氨酸等
指标，及时发现并干预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注意戒烟限酒、控制好“三高”等
慢性疾病，保持良好的心态，均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在家能进行血管健康自测吗？杨耀国建议，平时可以使用血压计测
量双上肢的血压，看数值是否对称，如果双上肢血压差别超过20毫米汞柱以
上，则可能存在血压较低一侧的锁骨下血管闭塞；如果近期血压波动较大，还
要注意是否有肾动脉狭窄等情况。不过，这些方法只能作为初步的自我观察，
不能替代专业的医学检查，建议有不适症状的患者尽快就医。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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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18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 4月，全
国铁路发送旅客 13.7 亿人次，同比
增长22.9%，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积极适应我国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人员流动加速
的形势，加强旅客运输组织，优化旅
客列车开行方案，丰富客运产品供
给，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措，有力保
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积
极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至4月，铁路部门加大客运能

力投放，充分用好铁路 12306 系统
大数据，动态掌握旅客出行规律，及
时在重点地区和热门方向增开旅客
列车，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0483列，同比增长13.8%。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进一步提
升客运服务品质，积极推广计次票、

定期票、旅游套票等新型票制服务，
目前计次票、定期票已覆盖 60 条线
路，旅游套票已覆盖10条线路；加强
旅客乘降组织，实行便捷换乘的车站
达120个；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的车
站增至80个，实施列车餐饮提质专项
行动。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7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记者
宋晨）2023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5362 亿元
人民币，较2022年增长7.09%。

5 月 18 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
协会在京发布《2024 中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这是记者从 白 皮 书中了解到的
信息。

白皮书显示，2023 年我国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增速总体
好于2022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对

卫星导航设备及时空数据的需求开始
释放，为北斗时空信息应用与服务市
场发展注入了活力。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
成介绍，截至2023年底，我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领域相关的企事业单位
已接近2万家，从业人员近百万；在境
内上市的业内相关企业（含新三板）
总数为 90 家。知识产权方面，截至
2023年底，中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累
计总量（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已 突 破 11.9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4.84%，继续保持全球领先。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2023 年总体产值达 5362 亿元

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记者
彭韵佳）据国家医保局 18日消息，
目前已有 22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实现了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
地家庭共济，9个省份将于今年年底
前实现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家庭
共济。

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是指
参保人在参加了职工医保后，通
过办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
济，将个人账户授权给已参保的
父母、配偶和子女使用，比如用于

支付合规医药费用中的个人自付
部分等。

目前，共济人和被共济人在同
一个基本医保统筹区（通常是同一
个地级市）可以共济；实现省内异地
共济是指共济人和被共济人在同一
个省份参保，但不在同一个统筹区，
也可以共济给亲属。

已经实现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
地共济的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江
苏、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其中，在河北、江苏等地，职工参保
人个人账户的余额不仅能共济给省
内异地参保的直系亲属，而且共济
的资金还可以跨省使用。

据介绍，浙江、河南、山东、广东
部分实现了省内共济，将于今年年
底前全部实现，安徽、陕西近期很快
将实现省内共济，辽宁、黑龙江、湖
北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

国家医保局介绍，医保个人账

户家庭共济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
参保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参加了基
本医保（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
二是参保人办理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家庭共济”。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地方专区、当地医保部门微信公
众号、官方网站等的“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家庭共济”功能模块，实现线上
办理，具体途径由各统筹区医保部门
向社会公开，同时线下医保大厅也可
办理该项业务。

20多个省份实现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家庭共济

新华社长春 5月 18日电（记者
胡璐）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最
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公园内野
生东北虎豹种群数量明显增长。目
前稳定生活在公园内的野生东北虎
达到70只左右，野生东北豹达到80
只左右。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
段兆刚介绍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是我国第一批成立的5个国家公园

之一，2017 年 8 月开始试点，2021
年正式设立。自试点以来，整合了
园区内原有的19个自然保护地，开
展了虎豹关键扩散通道等栖息地修
复、生态廊道建设，清收、修复林地
2200公顷，持续开展反盗猎巡护工
作，为虎豹种群提供大范围、高质量
的生态环境。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立野生动
物损害补偿机制，已投入2800多万

元对园区内动物损害和伤人事件实
施补偿，应用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
统实时发布大型动物预警信息，选
择重点村屯、林场综合应用振动光
纤、物理围栏等技术，努力减少人兽
冲突，也为当地社区群众构筑安全
防护。

段兆刚表示，通过持续加强
保护管理，公园范围内野生虎豹
种群数量稳定增长。 2023 年新

增野生东北虎幼崽 20 只，野生东
北豹幼崽 15 只。虎豹分布范围持
续扩散 ，分布区已 抵达 公 园 最 西
缘，虎、豹分布面积均超过 1.1 万平
方公里。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不
仅虎豹数量增长，有蹄类动物种群
也显著增长。梅花鹿、野猪、狍等
虎豹主要猎物种群数量均增长 1
倍以上。

约70只野生东北虎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定居”

这是 5 月 8 日，在北大荒集团
前哨农场有限公司，农民驾驶插
秧机进行水稻插秧作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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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纯电动出租车
好，不仅节省运营成本，开起来轻松，
而且乘坐感比较舒适。”纯电动出租
车驾驶员罗布说，他开纯电动出租车
半年多了，单位给他们协调了较为便
利的充电点位，充电比较方便。

据了解，当前拉萨市除少量新
能源纯电动出租车外，大部分出租
车还属于燃油车或燃气车。出租车
司机陈师傅说，他现在开的出租车
属于燃气车，相对而言，纯电动汽车
比较好，营运成本低，节能环保。“我
50多岁了，工作不太好找，开网约车
不仅可以挣钱补贴家用，而且时间
比较自由。”网约车司机李师傅说，
今年年初他购买了一辆纯电动汽
车，专门用来跑网约车，拉萨市很多
地方都有充电桩，晚上充电，白天跑
车，很方便。

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是落实国
家战略、防治大气污染、倡导低碳环
保的有效举措，更是绿色交通发展
的必然趋势。如今，网约车越来越
受到群众青睐，大力推广新能源网
约车，既能为乘客提供更加绿色环
保、舒适的出行服务，也能有效提升
拉萨市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水平。记
者从拉萨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获悉，
目前，拉萨市新能源网约车有2055
辆，占比达59%。

电动车自行车受青睐

为倡导绿色、低碳、节能、环保
的出行方式，拉萨市在陆续加大新
能源公交车投放力度的基础上，大

量增加了共享电动车的投放，打通了
出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对于短途
出行来说，共享电动车的出现很大程
度上方便了市民日常出行。

“拉萨市中心最容易堵车了，我接
送孩子上下学，基本上都骑电动车。”
拉萨市民张女士说，女儿在拉萨市第
一小学上学，骑电动车接送孩子，就
不用担心堵车、孩 子 上课 迟到 的
问题。

市民央金在冲赛康批发市场附近
经营一间商铺，她出行的交通工具就
是电动车。“北京中路每天的人流量
特别大，用电动车运送货物，不存在
堵车的情况。”央金说，自己的电动车
不在身边时，会选择使用路边的共享
电动车。

除了选择环保便捷的电动车出
行，现在很多人也会倾向于普通自行
车的出行方式。市民王女士是“90
后”，她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
自行车。“我每天要在电脑前工作，一
坐就是一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不仅方
便，还能锻炼身体。”王女士说，她很
多同事都喜欢骑自行车外出，有时候
还会约着一起到拉萨周边骑车游玩。

走在拉萨街头，随处可见一辆辆
行驶在路上的新能源公交车、小汽
车、电动车。从开燃油车到选择绿色
出行，从锻炼身体到常态化骑行、步
行，随着四通八达、便捷连续的拉萨
慢行系统的建立，越来越多市民已经
将低碳环保理念融入生活的点点滴
滴，成为一种时尚与潮流。

（据《西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