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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复兴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新华社郑州 7 月 15 日电
在河南新县郭家河乡土门村，
有一座前后五间瓦房组成的院
落，每年都会有众多游客前来
参观学习，这里就是抗日虎将
叶成焕的故居，瓦房内的展板
上记录着叶成焕短暂而光辉的
一生。

叶 成 焕 ， 1914 年 出 生 ，
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他
先后任指导员、营政委、团政
委、师长、师政委等职，率部
屡建战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
员虎将。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担任八路军第 129 师 386 旅
772 团团长。 1938 年 2 月至 3
月，他率部参加了长生口、神
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有力地
打击和钳制了日军，为创建晋
东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
献。

1938年 4月 16日晨，山西
武乡的长乐村战斗打响，叶成
焕率第 772 团与兄弟部队一起
将东撤的日军截为数段，压缩
到狭窄的河谷里。战斗一直持
续到傍晚，八路军共歼敌 2200
余人。

这时，有千余敌人从辽县
来援。鉴于全部歼灭该敌已无
把握，上级决定以一部分兵力
迷惑牵制敌人，主力立即撤出

战斗。叶成焕接到命令后，一
面指挥部队打扫战场，装运战
利品，准备撤离；一面跑上一
个高坡，观察敌人增援部队的
情况，完全把自己的安危置之
度外。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
他的头部。18日凌晨，叶成焕
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新中国成立后，叶成焕的
遗体迁葬至河北省邯郸市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

在叶成焕的家乡，鄂豫皖
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建有他的衣
冠冢，方便家乡人民前来祭
奠。在烈士陵园的烈士纪念
馆，其英雄事迹鼓舞着无数前
来参观的人。

“叶成焕牺牲时那么年
轻，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用
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
该更加珍惜。”带着孩子自驾
来新县接受红色教育的河南信
阳市民胡洁说。

现在，叶成焕的部分后人
依然生活在土门村，守护着故
居，讲述着叶成焕的英雄事
迹。

“从小就听爷爷讲我曾祖
父的故事，我要学习他的精
神，不畏牺牲，勇当先锋，守
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已是
一名军人的叶成焕侄曾孙叶文
文说。

抗日虎将叶成焕：
不畏牺牲杀敌寇7月中旬，在柳城县社冲乡无忧

村福成屯的水果科技示范区，40亩
黄金百香果正处于膨果冲刺期，“再
过一周就进入集中采摘期，今年果
子长得好，早早就有收购商前来预
订。”基地管理员陈金泰看着饱满的
果实笑道。

陈金泰种植百香果已有 5 年，
最初种植在零散地块，面积只有几
亩，如今在合作社激励下种植规模
已扩大到 40 亩。“以前种植紫皮
果，虽然产量高但甜度一般，收购
价每斤 3元。”他坦言，种植户最愁
的是市场行情波动，销量不稳定，
有可能辛苦一年却白忙活。2021年
百香果滞销，大批熟透的果实堆在
田埂上腐烂，至今回想起来他仍心
有余悸。

转折发生在 3 年前，村里合作
社引进黄金百香果品种，邀请农技
专家全程指导，陈金泰第一个报名
试种，“黄金百香果甜度高、口感
好，鲜果销售价格翻番。”更关键的
是，随着我市百香果深加工产业日
趋成熟，曾经的滞销痛点迎刃而
解，这让陈金泰备感踏实。如今，

大部分果实已被预订，优质果作为
高端鲜果销售，其余果实送往加工
车间制作果酱、果汁和果脯。“今年
黄金百香果长势特别好，预计亩产
达到 2000 斤，地头批发价涨了 2
元，扣除成本一亩地可收入 7000元
至 8000 元。”陈金泰看着挂满枝头
的果实，眼里充满对丰收的期待。

在距离福成屯数十公里的柳江
区进德镇一家加工厂里，机器已完
成调试，正等待新一季百香果入
库。“哪怕过了采摘季，果实的价
值还能延续。”一名具有多年加工
经验的工人介绍：“完好的鲜果可
制作鲜榨原浆，略有瑕疵的果实做
成 果 冻 ； 果 皮 烘 干 后 可 制 成 果
脯。”凭借多项加工技术专利，该
厂生产的百香果系列产品销售期可
覆盖全年，不仅供应本地超市，还
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让消
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柳州百香
果的香甜滋味。

如今，陈金泰凭借生态种植让
鲜果身价大幅提升，而水果深加工
技术可实现二次增值。据悉，福成
屯水果科技示范区已开始规划合作

建厂，黄金百香果将实现“枝头—
生产线—货架”无缝衔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
了解到，百香果种植已遍布我市各
县域及柳东新区、柳南区、柳北
区，总种植面积近万亩。另外，我

市通过“鲜销保高价+加工稳收益”
双轮驱动，“一产”稳收、“二产”
增利、“三产”拓市，产业链全面贯
通，让百香果的“增值之路”越走
越宽阔。

全媒体记者 黎双

村民查看黄金百香果生长情况。（资料图片）

鲜果未摘订单已到，产业加工链延伸实现二次增值

滞销果变成畅销货

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电 国家
“团购”药品，关系着每一名患者的
用药清单。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
15日公布了第十一批集采品种遴选
情况，初步确定将对 55种药品进行
采购，涉及治疗领域主要包括抗感
染、抗肿瘤、抗过敏哮喘、糖尿病
用药、心血管用药、神经系统药物
等。

“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7年
来，国家层面已经开展 10批药品集
采，覆盖 435 种药品，第十一批集
采将继续聚焦上市多年、临床使用
成熟的“老药”，更加关注群众多层
次、多元化用药需求。

——优化遴选条件，55种药品
入选。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是集
采“大户”，而满足“7 家及以上”
竞争格局则是集采遴选的第一个

“门槛”，即参比制剂企业和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企业数量合计达
到7家及以上。

“我们进行数据对比后，截至

今年 3 月 31 日，共有 122 种药品满
足初选条件。”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
购办公室主任郑颐说。

这只是第十一批集采药品清单
的“粗筛”，这些药品还需要满足医
保和自费分组后达到“7家及以上”
竞争格局、2024 年采购金额大于 1
亿元等“细筛”条件，并征求相关
部门、临床医学和药学专家意见，
逐个“安检”。

“经过多轮筛选后，最终有 55
个品种纳入第十一批集采报量范
围。”郑颐说。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医保目
录谈判药品首年内暂不纳入集采相
比，今年首次放宽到整个谈判协议
期内暂不集采，保护医药产业创新
积极性。

——提高入选门槛，质量监管
更严。

药品安全有效是底线，更是生
命线。

第十一批集采提出了更严格的
质量要求：企业必须具有 2 年以上
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且“投标药
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违反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
针对行业内关于过度“内卷”

的担忧，此次集采对企业的过低报
价也做出了限制：一方面，优化价
差控制规则，不再简单选用最低报
价作为参照；另一方面，对于每个
品种报价最低的中选企业，将要求
其对报价的合理性作出解释，发布

“低价声明”，承诺不低于成本报价。
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有助于优

化竞价规则，引导理性竞争。
准入只是第一步，事后监管更

关系到用药安全。国家药监局药品
监管司有关工作人员介绍，将继续
坚持对国家集采中选药品实行生产
企业检查和中选品种抽检两个“全
覆盖”，并对价格降幅大、生产管理
风险高的药品加大检查和抽检力
度，重点关注中选药品原辅料、生
产工艺等变更情况。

——与需求更匹配，集采更合
理。

为满足患者和医疗机构多元化
用药需求，本次集采在报量和带量
方面都进行了优化。

为照顾患者用药习惯，第十一

批 集 采 在 “ 按 药 品 通 用 名 报 量 ”
外，增加了“按具体品牌报量”的
选项，如医疗机构报量的品牌中
选，可以直接成为该医疗机构的供
应企业，目的是让医疗机构需求与
中选结果更好匹配，让临床使用过
渡更加平顺。

此外，集采原则上要求报量总
数不低于实际使用量的 80%，但对
于医疗机构反映临床需求量减少，
或因季节性、流行性疾病等需求量
不稳定的，可由医疗机构作出说明
后下调报量。医疗机构报量的 60%
至 80%为约定采购量，剩余部分仍
由医疗机构自主选择品牌。对于抗
菌药物、重点监控药品等特殊品种
还会适当降低带量比例，为临床用
药留出更大选择空间。

据悉，7月 16日至 7月 31日期
间，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进行信息填报。

多年来，药品集采的触角在实
践中不断延伸，更加关注群众用药
的急难愁盼，为老百姓提供一份

“质优价宜”的用药清单。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近
日，一名 6岁男童打水仗后感染

“食脑虫”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显
示，“食脑虫”实为自然界存在
的 致 病 性 自 由 生 活 阿 米 巴 原
虫，虽可能引发脑炎，但实际
感染概率极低，科学防护是关
键。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研
究员卢艳介绍，“食脑虫”并非
肉眼可见的虫子，而是狒狒巴拉
姆希阿米巴等致病性自由生活阿
米巴原虫的俗称。此类寄生虫存
在于淡水、土壤等自然环境中，
可通过鼻腔、口腔或皮肤伤口侵
入人体。因其致病过程凶险，可
能引发原发性阿米巴性脑膜脑炎
等，带来脑组织损伤，被俗称为

“食脑虫”。
数据显示，我国迄今累计报

告狒狒巴拉姆希阿米巴感染病例
仅 40 余 例 ， 属 罕 见 的 寄 生 虫
病。公众无需过度紧张，但需提
高防护意识。

人感染后有哪些典型症状，
如何救治？专家介绍，早期以皮
肤病变为主，后期进展为脑炎症
状，可能出现发热、头痛、呕
吐、易怒和嗜睡等。由于病程发
展快且症状易与其他脑炎混淆，

“早发现、早诊断”是救治核
心。专家强调，野外戏水后若出
现相关症状，务必立即就医并主
动告知涉水经历。

疾控机构提出五项针对性预
防建议，包括避野水，尽量避免
在野外湖泊游泳或戏水，避免搅
动水体沉积物；护口鼻，在自然
水体活动时佩戴鼻夹、泳镜；防
伤口，皮肤有破损时避免接触自
然水体；洁鼻腔，使用灭菌生理
盐水或煮沸冷却后的水冲洗鼻
腔；排陈水，长期未使用的水
管，需先排放积水再使用。

专家表示，正确掌握预防方
法，遵守饮用水卫生原则，可有
效降低感染风险。暑期亲水，安
全为先，科学防护方能清凉一
夏。

疾控机构发布健康提示

暑期野外玩水 科学防护“食脑虫”

第十一批药品集采清单亮相 初步确定将对55种药品
进行采购

新华社南京7月15日电 每
年夏季迎来银河最佳观赏季，入
夜后一段时间，公众可欣赏到

“银河垂立”的雄姿，银白色的
“光瀑”仿佛从高空直泻而下，
堪称“银河落九天”。

银河为何会展现出“落九
天”的奇景？如何观测效果更
佳？天文专家为您科普。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
普主管王科超介绍，银河由无数
恒星、星云、星团和星际物质组
成。夜晚我们看到的银河呈现为
一条淡淡发光的星带，几乎一年
四季都能看到，在夏季迎来“高
光时刻”。

七八月入夜后，银河会从东
北方地平线的位置向南方延伸横
跨整个夜空，当银河最亮的银心
部分过上中天时，银河看起来会
与地面垂直而立，展现出“银河
落九天”的壮丽景象。

“今年 7月中旬，在夜晚 11
点左右，银心过上中天，此时可
赏‘银河落九天’。由于同一颗恒
星每天都比前一天提前大约4分钟
升起，因此此后每过一个月，银

河升起的时间会提前约2小时。等
到8月中旬，晚上9点左右就可看
到这一景象。”王科超说。

公众若想一睹夏季银河的风
采，最好选择天气晴朗的夜晚，
远离城市灯光，选择光污染较少
的郊外、乡村等地，用肉眼即可
观赏夏季银河。“在不同季节的
夜晚同一个时间段，银河在夜空
中的方位、样貌也不相同。”王
科超说，春季的深夜，银河从东
方地平线缓缓升起，呈低矮的拱
桥状；夏季上半夜，银河横贯南
北天际；到了秋季，银河逐渐西
垂；冬季则星光暗淡，像一条隐
藏在夜幕中的神秘河流。

夏季夜空星汉灿烂，银河两
岸，还可以看到大家熟知的牛郎
星、织女星，它们与北边银河中
天鹅座的主星天津四构成一个

“夏季大三角”，是夏季星空的标
志。此外，在银河的南端还有较
为明亮的天蝎座和人马座，天蝎
座中的心宿二呈现红色，在我国
古代又称为大火星。由于其亮度
很高，古人常将其傍晚升至南天
作为夏季到来的重要标志。

夏夜星河灿烂 共赏“银河落九天”

近日，柳州园博园 3000平方米天鹅
绒紫薇花在阳光下盛放，一簇簇娇艳的
玫红色花朵宛如艳丽的红绸，为夏日龙
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诗人白居易赞咏紫薇花“独占芳菲
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此花成簇
盛开，富有光泽感，且花期较长，能净
化空气，被广泛用于道路、公园绿化等
场景。

走进柳州园博园，正值盛花期的天
鹅绒紫薇花宛如一匹红绸在绿意葱茏间
涌动。一名赏花的游客说：“在网上看
到博主拍摄的图片那么美，就赶紧来欣
赏。”柳州园博园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园中 3000平方米天鹅绒紫薇花主要用于
主展馆副楼的立体彩化，紫薇小广场还
有紫薇桩景。经过科学修剪和精准水肥
管理，今年花量较往年更为密集，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全媒体记者 谢耘 报道摄影

柳州园博园3000平方米
天鹅绒紫薇花盛开 盛夏“红绸”扮靓城市

新华社厦门7月14日电 中国奶
业协会 14 日发布 《中国奶业奋进
2030》，在主要目标中提出，到 2030
年，中国奶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奶业现代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这是记者从当天在福建厦门举
行的第十六届奶业大会、奶业 20强

（D20） 论坛暨 2025中国奶业展览会
上获悉的。

围绕夯实产能供给、提升产业
素质、确保质量安全、拓宽乳品消

费、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中
国奶业奋进 2030》 提出具体目标：
到 2030年，我国奶源自给率保持在
70%以上，奶牛年均单产超过 10
吨，产品监督抽检合格率保持在
99%以上，奶业生产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显著提升等。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奶业
奋进 2030》 明确了从生产到加工再
到消费的全产业链发力举措。

生产方面，提出构建现代饲草

生产供应体系，将培育更多适应性
广、抗逆性强、产量高、品质优的
饲草新品种；建立现代高效奶牛自
主育种体系；推进草畜土地资源适
宜配套。

加工方面，指出将优化现代乳品
加工产销体系，在乳制品加工核心原
料生产和关键设备供应方面取得实质
性突破，加快推动乳品加工环节数字
化技术与生产技术的融合发展。

消费方面，提出在创新开展乳

制品营养健康宣传、深化国产乳制
品品牌建设推广、引导奶酪等干乳
制品消费、推进国家“学生饮用
奶”计划实施、激发乳制品健康养
老消费需求等方面发力，科学引领
乳制品扩容健康消费。

中国奶业协会还发布了 《奶业
产加销一体化战略发展方案》《新形
势下中国奶牛养殖转型升级路径》
等，旨在为我国奶业未来五年发展
提供指引。

中国奶业协会
提出奋进目标： 力争2030年奶业现代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柳州园博园天鹅绒紫薇花已盛开柳州园博园天鹅绒紫薇花已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