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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海南健康岛长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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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城市文化微地标
绘制海南文旅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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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委八届五次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文
化微地标”。打造“文化微地标”，是提升治理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对于满足群众的美
好生活需要，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更好展现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茶座

文化

■ 孙继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把所有精力都
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的殷切嘱托，海南
省委、省政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
感，进一步深化卫生健康领域改革，加快建设
海南健康岛长寿岛，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
根基。国家卫健委统计数据报告指出，2023年
海南省人均预期寿命为80岁，自2018年78.57
岁至2023年的80岁，近6年增长1.43岁。同
时，全省百岁以上的老年人率超过了联合国长
寿之乡标准的2倍多。

2022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启动人均预期
寿命提升行动计划，目的是通过加强以慢性病
为主的疾病综合防控，关注老龄人口健康保
护，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卫生政策及疾病防控策
略措施，从慢性病筛查干预转为危害因素干
预，控制好烟草、有害饮酒、盐摄入、血压、血糖
和肥胖，提升预期寿命，全方位改善人民健康。

全国近十年寿命表数据分析显示：降低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对预期寿命增长的贡献率
下降至19.6%，而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
一直占据全国尤其是海南居民死因前三位，针
对35岁以上人群的慢性病健康管理率对预期
寿命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至42.2%。

为此，海南坚持让经济发展成果普惠于
民，不断加大卫生健康事业投入。

一是降低群众看病负担。卫生总费

用占全省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5.88%提高
至2023年的8.21%，高于2023年全国7.19%
的水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
2013年的25.82%降低至2023年的21.08%，
远低于2023年全国27.33%的水平。

二是为预期寿命增长添动能。孕产妇死
亡率、婴幼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主
要健康指标连续6年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以
下，降幅分别达 14.15%、21.32%和 33.83%。
同时，全面实施“2+3”健康服务包项目，提高慢
病的筛查率和健康管理率，降低30—69岁人
群死于慢性病的过早死亡率。2015年我省慢
性病过早死亡率为 18%，2023 年已降低至
13.46%，已接近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健
康中国“心脑血管、肿瘤、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等四类慢性病的过早死亡率2030年在
2015年的基础上降低1/3或降低30%”的目
标。在管理慢性病预防与治疗方面，全省35岁
以上人群高血压、糖尿病的筛查率分别为83%
和77%，治疗率分别达到77.4%和60.6%。

三是降低意外伤害并加强道路交通事故
预防。近年来，海南通过建立健全中小学防溺
水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实现中小学生溺水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连续两年双下降。同时，“减
量控大”统筹推进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
治。2023年全省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相比
2019年下降20.2%，其中14岁以下因道路交
通死亡，对比近三年平均值下降33.3%。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先天具备
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有助于对预期寿命产
生正向影响，也应当采取包括发展经济、改善
环境、促进社会进步和谐的综合措施，有效维
持期望寿命持续改善的态势，促使卫生健康事
业长足进步。

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
汇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将促
进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向全球和区域
生产服务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聚集，海南要加强
国际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交流合作，分享消除
疟疾、控制登革热和地中海贫血等地方病的防
控经验，有效预防、防范和应对未来大流行病，
确保公共卫生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做好

“高端医疗境外消费回流文章”，依托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逐渐形成的“医药研产
城”模式，将其打造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金字
招牌”。下一步，要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八届五次全会的部署要
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公共卫生体
系，全面推进健康海南暨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
动，不断提升人们的健康福祉，解决区域主要
健康问题，为地区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提供强
大动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长寿岛。

（作者系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
员、副主任）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成为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旅游时代，人们不单单
关注目标城市日新月异的外在变化，不再满足于
单一的景点和游玩项目，而更崇尚有文化内涵的
深度游，期待通过深度体验了解城市的厚重历史
和蕴含的文化价值。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城市，
很快就会被那些富有历史脉络、文化底蕴、创意
美学和科技力量的建筑群落、城市雕塑抑或园林
景观等吸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地标”。

“文化地标”一词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创始人凯文·林奇提出。《设计辞典》将“地标”引申
为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象征意义和内涵的视觉
标志物和符号。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
市建设已不再局限于人民生活的功能空间，更加
关注精神需求的文化空间，纷纷在地标中植入

“文化”内核。如果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那
么，“文化地标”便是城市精神的空间载体、城市
品格的品牌标识和城市形象的可视符号。托象
以明义，因小而喻大。“文化地标”成为一个城市
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显性特征，既彰显城市历史和
文化的积淀，更能延续城市文明和文脉。比如：
北京的故宫就是皇家文化的标志，还有上海的东
方明珠、杭州的西湖、南京夫子庙、西安回民街、
成都的锦里等，它们以其独特的精神符号，成为
了人民心中对这些城市永恒的文化记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多元化，
城市周边“无需奔走即可到达”的微度假成为新
时代的一种风尚，人们开始青睐距离近、体量小、
创意新、玩法多且体验感强的城市“文化微地
标”。一口古井、一间咖啡屋、一个小酒吧、一块
墓碑、一座雕塑，甚至一幅涂鸦、一样摆件，都有
可能成为大众观光旅游打卡的好去处。它们或
有着鲜明的识别度，或有着厚重的历史感，或有
着浓浓的文化味，或有着特定的精气神，都见证
着这个城市的历史和人文，呈现着这个城市的现
在和未来，成为这个城市显著的“文化微地标”。
通过这些小打卡点，将这个城市的特色景观有序
串联起来，吸引游客的目光和流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持续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以丰
富的科学和人文精神涵养城市的文化底蕴。博
物馆、文化馆、民俗馆等担负起赓续文脉、传承文
明的重大使命，大众也在深刻体验中感受到沉甸

甸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日常实践中用语言
和行动传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情感
认同。一批批个性化的书屋也形成了对公共书
屋的有益补充。地摊书市开始火爆，文创售卖、
集章打卡、特色展览等活动纷至沓来。还有“见
人、见物、见生活”的国家和地方非遗体验，更是
以其独特的属性，生动刻画着一幅幅文化场景。
蓬勃兴起的文化新需求，不断涌现的文化新场
景，为“文化微地标”的打造，带来了有利的环
境。而城市“文化微地标”在社交流量的加持下，
迅速实现动能转换，形成当地文化IP，提高了城
市的辨识度和凝聚力，带火了一方文旅产业。

“文化微地标”正在成为新时代人民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融合的重要载体。打造差异化的
城市“文化微地标”，并把一时的文化IP固化为能
够持续输出的城市形象，带动地方文旅产业的深
度融合，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深度挖掘“在地文化”经典元素，有序植入
“文化微地标”。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精神品格，
其建筑、景观、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各异。要深
入理解其核心内容，深度挖掘这些“在地文化”的
经典元素，将其有序植入城市的街头巷尾，通过
创意设计，形成别具一格的充满时尚艺术气息和
时代活力的消费场景，吸引网红来打卡，吸引游
客来感受“微旅游”，自发传播城市文化，促进城
市精神文明和城市IP的相融相生。

生动刻画居民生活场景，精心塑造“文化微
地标”。中华文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留下了
不一样的历史印迹，因历史、民族、气候、生态条
件不同，每个地域的居民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有

异。可以根据其美食文化、节庆文化、民俗文化
等，打造“文化微地标”。也可根据城市的老城街
道，吸引游客来进行独特的文化体验，把游客“流
量”变为消费“增量”。

精准链接城市历史人文，高质量建设“文化
微地标”。每个城市都是历史文化最具象的表
达，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由地域、文化、历史等多
重标识共同聚合而成。可以用历史景观和名人
雕塑等塑造城市“文化微地标”，固化城市形象，
利用城市形象和历史故事来圈粉。

科学运用数字技术，有效彰显“文化微地
标”。新媒体的出现与迭代，微博、微信、短视频、
直播平台等加速了城市文化的个体传播和海量
复制，促进了城市文化核心的凝聚和人文精神的
升华。一方面，可以运用科技手段沉浸式展现和
宣传城市“文化微地标”，生动呈现文化经典，促
进城市文化与旅游、游戏、科技、影视等产业的深
度融合，将“文化微地标”塑造成城市IP和文化品
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线上消费者的物质和精
神需求反馈，推出延伸产品和优质服务，将线上
流量引流到线下，将流量变现。

海南省委八届五次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文化微地
标”。旅游业是海南的主导产业之一，海南应充
分挖掘“在地文化”资源，精准打造具有鲜明地
域特色的“文化微地标”，以特色“文化微地标”
承接未来产业于细处落子，用特色“文化微地
标”缔造特色文化记忆，更好提升海南的文化气
质和自贸港形象。

（作者系省社科院自贸港研究所所长）

2024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
扬教育家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教育家精神立足于教育强国建
设的时代需求，从理想信念、道德情
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和
弘道追求等六个方面为新时代教育工
作者躬耕教坛指明使命担当、激发情
感动力、提供实践原则，展现了中国特
有的教育者精神风貌。其中，“胸怀天
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坚守中华民
族的精神品格、传承中国的传统师道，
是赋予新时代教师的文化育人使命。
作为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关键主体，思
政课教师要践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的弘道追求”，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赓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讲活中国智
慧、讲透中国精神、讲深中国力量，以
文化赋能思政课教学创新，培育有理
想、敢担当、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思
政课教学的文化根基，培养有理想的
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
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
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
魅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5000多
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
和精神财富。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
里，家是人生开始的地方，国是人生价
值的源泉。中华民族历来将个人价值
与民族命运、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紧
密相连，对国家和民族胸怀强烈的责
任感和伟大的使命感。在思政课教学
中，教师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者的作用，结合教学内容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刚健有为”的人生
观、“贵和尚中”的整体观和“修身正
心”的伦理观等中国独特智慧来厚植
思政课教学的文化根基，使青年学生
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
神和价值取向，增强青年学生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知责任者，大
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
也”，责任和担当是天下情怀的精髓所
在，大丈夫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思政
课教师要自觉担负起为国育人的使
命，把育人使命和报国之志融入思政
课教学实践之中，以实践活动激活传
统文化的生命力，传承中国智慧，涵养
青年学生宽广的胸怀格局，培育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
大同的时代新人。

弘扬革命文化，筑牢思政课教学的精神根基，培养敢
担当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
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
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
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
族精神的生动教材”。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
的、中国共产党人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革命文化集中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
挥革命文化弘扬者的作用，将中国革命文化系统融入思政
课教学之中，结合教学内容全面讲解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过程，讲好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
战胜艰难险阻的革命事迹，使青年学生在历史情境中感悟
中国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激发青年学生弘扬中国
精神的内在动力和实际行动。通过深入开展“坚持真理，
践行初心”的理想信念教育，切实推动红色基因入脑入心，
弘扬“不怕牺牲、对党忠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担当使
命，不负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培育赓续红色血脉而自觉扛
起时代使命、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时代新人。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思政课教学的力量根
基，培养肯奋斗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进文化是人类文
明的结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创造并丰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
播者作用，结合教学内容深入讲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创造的伟大成就，真正把中国力量讲
得有味道、有格调，使青年学生在中国力量中深刻了解中
国之路的优越性和中国之治的先进性，进一步增强创造中
国奇迹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同时，组织青年学生结合
身边故事讲述时代之变、中国之进，深深感受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所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激发青年学生以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培育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为全人类造福的时代新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
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思政课堂是文化传承的
主阵地。思政课教师要积极承担让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的
重要使命，通过讲深讲透讲活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
力量来构筑传承文化的多元路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本精神引领价值，以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培根铸魂，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最新成果把握时代脉动，充分发
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推动思政课教学从“知识
传授”到“价值引领”再到“信仰铸魂”的创新性发展，推进
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
展，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步
伐。

（作者单位：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

筑起促进数实融合的
“四梁八柱”

作者：李涛 徐翔 来源：经济日报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
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
重要支柱。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
遇的战略选择。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
经济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我国制造大国
和网络大国的叠加、聚合、倍增效应，将
切实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本文就如何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完善
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
筑起促进实体
经济和数字经
济融合发展、协
同互促的“四梁
八柱”，进行了
有针对性的深
入阐述，欢迎扫
码阅读。（刘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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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百岁以上的老年人率

超过联合国长寿之乡标准的2 倍多

国家卫健委
统计数据报告指出

海南省人均预期寿命为80 岁

近6年增长1.43 岁

2023年

海南坚持让经济发展成果普惠于民
不断加大卫生健康事业投入

卫生总费用占全省GDP比重

从2013年的5.88%
提高至2023年的8.21%
高于2023年全国7.19%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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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城乡关系
推进融合发展
作者：蒲实 来源：经济日报

近年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断
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农业基础
地位得到显著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得到
明显改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调
整取得重大进展。

本文就如何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
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着力破
除城乡二元结构，抓紧完善体制机制，加快
形成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协调
发展、共同繁荣
的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进行了有
针对性的深入阐
述，欢迎扫码阅
读。 （刘辑） 扫码看原文

扫码看原文

海南省人均预期寿命为

78.57 岁

2018年

制图/孙发强 五指山牙胡梯田五指山牙胡梯田。。郭爱平郭爱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