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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连绵，青山如黛。
7月16日上午，咸丰县高乐

山镇沙坝村，村医胡永端和胡红
父女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沿着
蜿蜒的山路，来到十三组村民李
显国家随访。

“低压90、高压140。”胡红一
边测量血压，一边认真记录。胡
永端双腿无法站立，坐在车上叮
嘱：“老李，身体不舒服要第一时
间给我们打电话。”

59 岁的胡永端已行医 30
年。他的父亲胡秀准是村里有名
的“赤脚医生”，女儿胡红也是一
名村医。

56年坚守大山，胡永端一家
见证着基层医疗水平的变化。

沙坝村位于咸丰县东部，由
原沙坝村和芭蕉村合并而成，芭
蕉村是高乐山镇最偏远的山村之
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交
通闭塞，老百姓生活条件艰苦，卫
生医疗条件落后。

胡秀准出生于1937年，年轻
时拜师老中医。1968年，他成为
村里的一名“赤脚医生”，一直干
到胡永端接班。

“无论酷暑寒冬，还是白天黑
夜，只要一声喊，父亲都会第一时
间去病人家中诊疗。”胡永端记
得，有一年夏天，一位村民发高

烧，父亲带着他走了四五里山路，
赶到患者家中诊治。

胡永端经常跟着父亲四处出
诊，学会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
治疗方法。1991年，他到咸丰县
卫校学习中西医，1995年考取行
医资格证后，成为一名村医。

由于长年累月跋山涉水，
2011年，胡永端双腿患上重度类
风湿瘫痪在床。为继续给村民看
病，他有时由老伴杨小菊用轮椅
推着走村入户。

眼看身体越来越差，胡永端
对女儿胡红说：“姑娘，你要学医
啊。我走不动了，你回来当村
医。”小丫头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初中毕业后，胡红去了恩施卫校
学习中医。

2016年，胡红回到沙坝村，成
为“小胡医生”，和父亲一起守护
全村人的健康。

28岁的胡红，与从事工程质
量检测的丈夫一起在咸丰县城买
了房。她每天早晨7点起床，开车
40分钟到村卫生室坐诊。

“以前条件差，卫生室就在我
家。一间房，村民来开药、打针输
液，人挤人。”胡红介绍，2019年，
村里投资20多万元，建起了标准
化卫生室。新卫生室治疗室、药
房、诊断室一应俱全，配备了120

多种常用药，就连卫生间也装上
供残疾人使用的扶手架，条件比
以前好多了。

胡红说，现在的医保政策越来
越好，老百姓到村卫生室就可以买
到集采药品。以治疗高血压的硝
苯地平片为例，药品价格从原来的
每盒19.8元降到2.1元，农村慢性
病人的医药开支大幅降低。

为向村民提供便捷、经济、满
意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沙坝村通过家庭医生签约、中
老年人慢性病上门管理、城乡居
民医保村级代办等方式，不断提
升基层诊疗水平。

“村里有299户1029人，其中
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68人，高
血压121人、糖尿病15人，均建立
了健康档案。”胡红对这些老人的
身体情况了如指掌，每个月都会
根据每位老人的情况确定时间回
访、送药，并向村民宣传慢性病、
传染病等医疗知识。

低保户李显国患有高血压，曾
因血压升高引起脑梗住院。如今，
他每天按时吃药，并与镇卫生院24
小时保持联系。

“以前看病要出远门，现在，
在村卫生室就可以体检、理疗，医
保也可以直接报销，方便多了。”
他说。

见证基层医疗服务变迁

一家三代守护全村健康56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杜迪纳 刘汶鑫

7月 23日，武汉市新洲区星谷大
道，两枚火箭地标，在烈日下探指穹天。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中国星
谷）的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火箭公司”）坐落于此。实验室
里，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攻关，角逐商
业航天最前沿的火箭回收赛道。

商业航天，作为技术迭代快、经济
效益高、带动作用强的新业态产业，是
我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
支撑。

“让企业成为科技领军主体，有利于
解放思想，进一步激发商业航天的内生动
力。”火箭公司副总经理刘鑫与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边走边聊，《决定》提到了航空航
天，让他倍感振奋，“与传统方式不同，现
在不仅要保证技术攻关的成功，还要考虑
市场化和商业化，立足客户需求，构建柔
性稳健供应链，实现高可靠、低成本、高效
率运作。”

刘鑫介绍，近年来，公司大胆引入社
会资本，完成了第一批核心骨干持股。
对高端成熟人才，采用了一人一薪和项
目负责制。既点燃了职工干事创业的激
情，也大大加快了研发与市场开发能

力。如今，火箭公司已经由成立之初的
5人小组，变成了300余人的团队，入选
福布斯中国新晋“独角兽”榜单。

2020年底，火箭公司建成国内首
家具备年产20到50发火箭总装测试
能力的现代化产业园。自此，“湖北造”
商业火箭的研发、生产快马加鞭。作为
我国商业航天的先行者，2023年以来，
由火箭公司推出的快舟火箭实现九发
九成，如今，快舟火箭已迈入批量生产、
批量总装、组批发射的产业化“快频”发
射阶段。

“成绩靠改革取得，未来也要靠改
革走向远方。”市场营销总监赵爽介绍，
公司正根据不同客户个性化需求，利用
两款现役运载火箭，进行发射地点和发
射时间的灵活匹配，“拼出”最优方案，
实现与客户的“双重”降本增效。赵爽
认为，商业航天的高可靠、高效率一方
面依靠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需
要深化机制革命，共同推动行业步入市
场化生态模式。

眼下，在深耕固体火箭领域的同
时，快舟火箭正跻身可重复使用液体运
载火箭新赛道。刘鑫说：“公司与湖北

省联合成立了航天液体动力湖北工程
研究中心，陆续打造可重复使用液体发
动机研发设计与冷态试验能力。”

目前，7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通
过长程热试车考核、可重复使用技术试
验箭完成垂直起降试验。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火箭公司领导班子找准了努力方向。

按照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思路，火
箭公司一马当先，带动商业航天产业在
武汉聚链成势。最近，火箭公司快舟十
一号火箭成功发射，在其推举入轨的四
颗卫星中，就有两颗来自武汉，还是两
家不同的单位——武汉大学和空间公
司，另外两颗星中有一颗的载荷也由武
汉大学牵头研制。

“加入商业航天‘朋友圈’，构建起商
业航天的全新生态。”武汉市新洲区区长
舒基元介绍，火箭公司加快产业链创新力
度，对零部件、工装和工艺加工需求直线
上升。由此，带动武昌船舶重工、华夏精
冲等多家传统企业聚集新洲区，以承揽航
天设备工装等方式，提升区域产业能级。

从一簇星火到满城星光，武汉商业
航天的未来愈发清晰。

一枚火箭牵动10余个产业链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商业航天聚链成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畅 汤炜玮 通讯员 倪竞华 唐诗 叶玉回

村医胡永端一
家。（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 蔡俊 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
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产业深度
转型升级。

从零起步，过去的一片菜地，到如
今欣欣向荣的商业航天新城，这其中最
重要的成功密码，正是以企业为科研和
发展主体，以“用”为导向，从而加快形
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
集聚，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今年，湖北省出台《突破性发展商业
航天行动计划》，围绕市场应用，鼓励市场
主体揭榜挂帅，构建“箭、星、网、端”全产业
链生态体系。最新出炉的《武汉市推进商
业航天突破性发展若干措施》强调，在机
制上“赋予龙头企业技术路线自主选择权
和资金使用支配权”，鼓励商业航天领军

企业在武汉集聚发展。《行动计划》和《若
干措施》着眼点都在于对标对表，充分激
发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生产关
系与新质生产力在更高层面的契合，为中
国星谷擘画了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站在新时代潮头，既迎来更多机
遇，也需更大的改革担当。张开科技与
市场的双翼，中国星谷奔赴更广阔的星
辰大海。

改革为锚，奔赴星辰大海
□ 刘 畅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
深度融合，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决 定 摘 录

短 评

现 场 探 访

全家福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地标里话改革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推动建设
一批“家底厚实”的公立医院，扶
持发展重症、呼吸、感染、急诊、护
理、检验等一批重点专科……近
年来，我省一系列改革措施，一项
项务实之举、创新之策，让老百姓
在“家门口”看好病成为实实在在
的民生福祉。

当前，心脑血管病、癌症、慢
性呼吸系统病3类重大疾病，高血
压、糖尿病2种基础疾病，出生缺
陷、儿童青少年近视、精神卫生3
类突出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影响
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患病人数

多、诊疗量大、疾病负担重。
在省委、省政府主导下，全省

以“323”攻坚行动为突破口，织密
“一张健康网”，全链条全周期提升
健康保障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比疫情前提升13.9个百分点，重大
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显著下降。我
省与中国胸痛中心联盟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推进覆盖全域的基层胸
痛救治单元建设和溶栓技术应用
实现突破。目前，全省注册胸痛救
治单元1364家，已通过验收705
家，已完成认证卒中防治站769
家，累计开展急性心梗、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应急溶栓4100余例。

同时，省市县乡四级院前急救
网络不断延伸，形成市（州）中心城
区10分钟、县（市）30分钟“急救
圈”；武汉、宜昌、襄阳、黄冈等重大
疫情救治基地即将完工。从“四区
两院”建设到打造区域医学中心，
从妇幼保健院到综合性三甲医院，
一张覆盖全省、呵护全生命周期的

“湖北样板”已然成势。
截至目前，我省基本建成省市

县乡村五级医疗体系，全省64个
县（市）中，49个县域内至少有1家
三级医院，每个村都建有1个卫生
室，培养配备大学生村医1.3万名
……群众在家门口看病更方便。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好病

我省基本建成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体系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刘汶鑫 覃嶺

延伸阅读

7月25日上午10时，武汉市武昌区中碳登
大厦21楼，何昌福刚送走一批远道而来的“碳
客”。

5天前，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碳交中心）刚刚为湖北区域碳市
场开市十周年“庆生”。这几天，签项目、谈合
作，何昌福忙得不可开交。

办公桌上，何昌福放着专门打印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他将第四十九条

“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
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
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用红笔圈了出来。

“这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
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何昌福说，
保障碳市场交易的公平性，提升数据质量至关
重要。通过建体系、建制度，就能算清楚、弄明
白各领域和各行业的碳排放实际情况，完成数
据核算工作，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减碳策略提供
依据。

“什么叫碳标识、碳足迹呢？”面对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的不解，何昌福拿起桌上的矿泉水举
例。

“碳足迹可以理解为‘脚印’。”何昌福说，这
瓶矿泉水，从原材料开采、运输、生产、使用，到
报废、回收等，每个环节都有碳排放“脚印”。碳

足迹越大，意味着与之相关的碳排放越大。而
碳标识，就是给这个“脚印”贴上一个标签，扫描
标签，就能看到产品的各类“碳信息”。碳足迹
和碳标识，能帮助企业识别高排放生产环节，有
利于引导社会绿色消费，推动形成全社会减碳
模式。

“《决定》这一举措，将重塑中国产品的竞争
力，为绿色低碳企业带来巨大市场机遇。”何昌
福说，去年8月17日，《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
生效，明确提出将产品碳足迹作为强制性要求
之一，意味着中国企业的电池产品要出口到欧
洲，必须提供碳足迹声明、标签、电池护照等。

“落实《决定》中的改革，我们还要迈哪些坎

呢？”记者进一步追问。
何昌福介绍，得益于生态环境领域改革的

系列举措，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全国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相继启动，碳排放统计
核算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今年5月，生态环境
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
系的实施方案》，明确碳足迹管理工作目标和任
务分工。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
程，目前，国内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标准、数据库
及相关制度尚未统一，不同企业、地区之间的碳
足迹核算标准存在差异，改革的任务就是构建
规则统一的相关制度。

谈话间，何昌福的电话响个不停。“我们每

周至少要对接两家企业，为他们编写碳足迹核
算管理方案或提供咨询。”他说，随着中国碳市
场发展日益成熟，相关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
品碳足迹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并与国际市场进
行衔接，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
话语权和权威性。

对话湖北碳交中心总经理何昌福

“碳足迹”重塑中国产品竞争力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左晨 实习生 曾嘉怡 通讯员 李青

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
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湖北碳交中心总经理何昌福。

记者和你一起读《决定》

7月23日，武汉市新洲区星谷大道，两枚火箭地标，在阳光下探指穹天。（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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