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打造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
毛伟明在株洲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调研北斗产业主题活动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258号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410004 报料求助热线：0731-85571188 广告招商热线：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零售价：1元

头条 A03 扫描二维码
下载晨视频App

下载晨视频

2025.06.05 星期四编辑：傅圆圆 版式：陈鸣 校读：吴和健

加强中医儿科高层次人才培养
据央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行健康

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我国中医医院儿科设置和专科能力
建设不断提升，到2025年11月底前，将实现全国
三级公立中医医院儿科设置全覆盖。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支持 23 个地市
开展儿童青少年肥胖中医药干预试点，26个地市
和 3个省份开展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中医药干
预试点，首批 60个中医适宜技术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在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中，2024年，累计为2597万名0~36个月儿童提
供包括饮食调养、起居活动指导等在内的中医药
健康服务。同时，不断加强中医医院儿科设置和
专科能力建设，支持建设了一批儿科专业国家中
医优势专科，推动中医儿科专科能力不断提升。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
医药司副司长欧阳波介绍，到2025年11月底前，
实现全国三级公立中医医院儿科设置全覆盖，二
级公立中医医院 80%以上设置儿科。不断加强
中医儿科高层次人才培养，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
高质量发展提供中医药人才支撑。

水利部发布3项水利行业标准
本报综合 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第12号

公告，批准发布《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等 3项
水利行业标准，3项标准将于8月24日起实施。

《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 808—
2025）是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防洪评价报告编制
导则》（SL/T 808—2021）和《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编制导则》（SL 520—2014）基础上合并修订而
成，共含 11章、2个附录。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基本资料分析、建设项目技术要求、洪水影响分
析计算、河道管理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洪水影响
评价、蓄滞洪区内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
价、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评价结论等，适
用于河道（包括湖泊、水库库区、人工水道）管理
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和蓄滞洪区内非防洪建设
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本标准发布实施将进一步
规范洪水影响评价，对加强河道管理范围内涉河
建设项目和蓄滞洪区内非防洪建设项目管理，维
护河道行洪畅通、保障蓄滞洪功能、确保防洪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规范》（SL/
T 336—2025）是在《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
程》（SL 336—2006）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共含 7
章、4个附录。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划分、工
程质量检验、工程质量验收、单元工程质量验收
标准、工程质量评价等，适用于中央投资、地方投
资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按行业有关规定并结
合本标准执行。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将进一步规
范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工作，为加强水
土保持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水库防洪抢险技术导则》（SL/T 840—
2025）是新制订的水利行业标准，共含 11章。本
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条件，水库工程安全分
析，防洪抢险非工程措施，土石坝防洪抢险工程
措施，混凝土坝、砌石坝防洪抢险工程措施，泄水
建筑物防洪抢险工程措施，机电及金属结构防洪
抢险工程措施，防洪抢险应急保障，防洪抢险组
织与管理等，适用于洪水或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漫
坝险情和垮坝事件或严重影响工程安全险情的
水库防洪抢险。本标准发布实施将进一步推动
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水安全，完善水利工
程运行管理相关标准体系，加强水库安全管理工
作，强化水库安全运行，提高水库防洪抢险工作
效率和处置效果，规范水库防洪抢险技术。

本报长沙讯 4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株
洲，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所在的株洲市第一代表小组主
题活动，第三次围绕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座谈。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
际峰会的贺信精神，落实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要求，锚
定北斗规模应用“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目标，丰富
拓展北斗规模应用场景，加快“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标志
性工程建设，全力打造全国全域全场景北斗规模应用示范
城市。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剑飞，省政府秘书长瞿海
参加。

近年来，我省立足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优势，持续擦
亮北斗规模应用“湖南名片”。去年，我省北斗规模应用产
业产值达610亿元、增长35.6%；全省集聚国内80%以上的
北斗核心技术资源，500多家上下游企业聚链成群，建有4

个院士工作站、64个国省创新平台以及北斗检测验证平
台、时空安全创新中心等一流平台，“北斗+”应用场景百
花齐放。

毛伟明与代表小组一行先后走进赛德雷特科技、空天
技术创新孵化中心、千寻时空网络、国网株洲供电公司，
了解产品技术创新、场景应用展示等。他强调，要做好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和中试基地
建设，让“北斗+”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
品质生活。

在代表小组活动座谈会上，曹慧泉、修威、唐文、陈恢
清、单晓明、李慧鹏、易柯等与会代表先后发言。毛伟明感
谢大家的意见建议并指出，今年是北斗规模应用“一年一
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收官之年，要加快发展壮大北斗规模
应用产业，着力做到“五个紧盯”。紧盯北斗产业强链壮
群。推动产业锻长补短、企业培大育强、园区提质增效，高

标准编制好湖南省北斗产业和规模应用发展“十五五”规
划。紧盯规模应用拓展市场。强化新技术引领、新产品供
给、新场景赋能，坚持“政用、商用、民用”一体推进，将场景
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紧盯创新平台提质赋能。加快建
设战略科技平台、产业技术平台、功能服务平台，带动创新

“裂变”、产业“倍增”。紧盯产业生态创优环境。在加快打
造北斗规模应用价值链和生态圈上下功夫，持续提升北斗
产业整体韧性。紧盯北斗峰会扩大影响。以“同世界·共
北斗-智联时空”为主题，按照“细致、精致、极致”的要求，
把第四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

毛伟明指出，人大代表要始终服务中心大局、站稳人
民立场、提升履职能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全力支持人大工作，
为人大代表履职创造好条件、搭建好平台。

湖南日报记者孙敏坚

2027年建成长江、黄河
干流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据新华社电 记者 4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生
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国家林草局日前联合
发布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7年，长江、黄河干流统一的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成并稳定运行，主要一级支流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基本建立。

方案同时提出，到2035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
全面覆盖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干流及其重要支流，补偿内
容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样、标准更加完善、机制更加成熟。

根据方案，中央财政积极发挥协调引导作用，在长江、
黄河干流建立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组织相关省
份参与，实现经济利益省际合理横向转移。积累经验后，
逐步推广至其他重点流域。坚持低起步、缓调整，每三年
开展一次政策评估调整，合理确定补偿指标和资金规模，
确保与水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相适应、地方财力可承受。

据新华社电 记者 4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生
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国家林草局日前联
合出台意见，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意见提出，推动建立覆盖更加全面、权责更加清晰、方
式更加多元、治理更加高效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
现生态产品供给地与受益地良性互动，真正让保护者、贡
献者得到实惠。健全奖罚分明的制度机制，坚持“谁污染、
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强化激励约束，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意见明确，中央层面统一建立大江大河干流补偿机
制。对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干流，中央层面建立统一的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依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统称省）干流入境、出境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变化以及本省干流全部断面水质
较以前年度变化情况，统一核算各省出资或受偿金额，实现
经济利益省际合理横向转移，体现生态产品价值导向。

地方层面自主深化重点流域补偿机制建设。流域省
可在中央层面建立统一机制基础上，选择具备重要生态服
务价值、受益主体明确的流域，自主协商开展跨省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并积极开展覆盖全辖区的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建设。

意见提出，拓展补偿领域。鼓励地方在总结流域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有效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对其他具有外
溢性的生态环境要素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的实现路
径。加快探索其他生态环境要素指标设定、数据监测、保
护成本核算、量化考核等，因地制宜拓展森林、草原、大气、
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生态环境要素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

意见还明确了丰富补偿要素、完善补偿标准、创新补
偿形式、夯实平台支撑等重点任务。

6月4日，永州市道县清塘镇，经过河道整治后的濂溪河与群山、田园、
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图/视觉中国

链接

打造幸福河湖

建立大江大河
干流补偿机制

本报长沙讯 6月 4日，湖南省商务厅举行优化外资
营商环境政策解读新闻通气会，对近日印发的《湖南省深
化对德合作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进行
了解读。

《政策措施》围绕经贸合作、科技创新、人才交流、金融服
务、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系统提出了十条具体支持措施。

其中，湖南将大力引进德国中小企业总部及优质项
目，德资金融机构、商协会等组织，以及德语国家（地区）高
端人才和技术团队。根据政策措施，新引进的德企项目，
根据企业年产值、研发投入等，最高可获 1000万元支持。
同时，鼓励已落地德企增资扩产、利润再投资，对符合条件

的增资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
在大力吸引德资来湘的同时，湖南积极支持湘企赴德

投资，促进双向投资良性互动。政策措施还明确，对成功
并购德资企业并完成股权交割的湘企，最高奖励500万元；
并鼓励湖南各地在德语国家设立招商机构、深化与德语国
家友城合作。

在对接交流活动方面，鼓励各地举办对德经贸洽谈、
产业对接及科技文化交流活动，对促成实质性合作的单
位，最高给予活动费用 50%的支持；同时优化因公赴德团
组审批，保障有实质性项目对接任务的团组高效出访。

拓展合作渠道方面，支持引进德资金融机构、商协会

等组织，对成功促成其在湘设立区域性总部或分支机构的
所在地予以奖励；鼓励各地在德语国家设立招商机构，对
成功引进德资项目的驻点机构所属政府或园区，每年累计
给予50万元奖励。

在科技人才合作、金融服务、物流通道保障、营商环境
优化等方面，也均有针对性举措，如支持与知名科研机构
共建平台、推动复航长沙至法兰克福直航航线等，全方位
保障湘德合作行稳致远。

截至2024年底，在湘德资企业34家，累计投资22.3亿
美元；德国中小企业总部集聚区、湖南首个驻德招商平台
已相继启动。 记者陈张书

深入挖掘特色优势食品资源
据央视 6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一

批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重点培
育名单，包括云南小粒咖啡、西湖龙井茶等39个重
点培育对象，涵盖乳制品制造、饮料制造、酿酒工
业、精制茶制造等食品工业主要门类，分布于我国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是
我国食品工业重要发展载体和关键增长引擎。
本次发布的重点培育名单充分考虑到各地特色
食品产业的发展基础、现实规模、成长潜力等因
素，兼顾当地风土人情、历史积淀、饮食习惯、文
化传承等重要元素，同时也注重考察所在地相关
主管部门前瞻布局、顶层设计、整体推动、为产业
发展保驾护航所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不仅
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
食品产业发展成果，还能指导各地深入挖掘特色
优势食品资源，打造“百亿龙头、千亿集群、万亿
产业”的地方特色食品发展格局。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开展传统优
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重点培育工作，
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明确发展方向和培育优先级，
营造“百花齐放”的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格局。

湖南出台十项措施深化对德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