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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昔日“叹零丁”，到今日“跨伶仃”，这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30 日，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试运

营。这是全球首个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的跨海集群
工程，路线全长约 24 公里，深圳至中山的车程将从此前约 2 小
时缩短至 30分钟。

历时 141 天实现西人工岛合龙、8 万吨沉管在海底一次性
精准安装到位……迎着疾风、踏着巨浪，上万名建设者在珠江
口连续奋斗 7年。

频发的台风、高盐高湿的环境、复杂的海底情况……这是
世界上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

这个海上奇迹有多强？数据最能体现——
世界最大跨径全离岸海中钢箱梁悬索桥：深中大桥主跨达

1666米，加上两边边跨，总跨达 2826米；
世界最高通航净空海中大桥：深中大桥主塔高 270 米，大

桥桥面距离海平面高达 91 米，船舶通航净空达 76.5 米，未来可
满足 30万吨散货轮和 3万标箱集装箱船的通航需求；

世界最长的双向八车道海底沉管隧道：深中通道海底隧
道 ，双 洞 双 向 8 车 道 ，长 约 6.8 公 里 ，其 中 海 底 隧 道 沉 管 段 长
5035米，由 32个重达 8吨的管节和一个最终接头连接而成；

世界首例水下高速公路枢纽互通—机场互通立交：深中通
道东人工岛全岛陆域面积 34.38 万平方米，相当于 48 个国际标
准足球场，岛上隧道工程包括长 480米的堰筑段隧道、长 855米
的岛上主线隧道，以及实现交通转换的 4条匝道隧道……

这个跨海超级工程再次擦亮中国基建名片：
研发出超高强主缆钢丝索股、革新外海超大尺度沉管管节

浮运安装工艺……深中通道建设以来，已获得发明专利 200 余
项、行业协会奖项数十项。

4 月，深中通道深中大桥获得了拥有桥梁界“诺贝尔奖”美
誉、国际桥梁大会授予的“乔治·理查德森奖”。

作为环珠江口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笔，深中通道背后的意义
不仅是车程缩短，更代表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
步，激发更多发展活力。

作为一道天然屏障，珠江口曾让两岸城市拥有不同的发展
特色——

东岸，先进制造业实力雄厚，科技创新能力强大，产业链供应
链体系相对完整，但面临着发展空间受限、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

西岸，可利用可发展产业空间广阔，土地使用和租金成本
相对较低，但亟需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输血造血”。

通车带来的便利，让“深圳总部+中山制造”“深圳研发+中
山转化”等产业合作新模式成为现实。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新的‘交通脊梁’和‘A’字形交通网络
骨架的关键一‘横’，深中通道自构思设计阶段便肩负着推动珠
江口东西两岸更好连接、融合的重要使命。”广东省交通集团董
事长邓小华说。

一桥飞架，超级工程让“东西两岸”变为“大桥两端”，隔海相
望的珠江两岸实现“海上”牵手，将助推大湾区迈向美好未来。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田建川（据新华社深圳 6月 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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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石库门小楼静静
矗立，乌漆木门、雕花门楣、朱红窗棂，芳华依旧。回望一
百多年前，旧中国风雨如晦，一群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探寻
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1年 7月 23日起，平均年龄 28岁的 13位中共一大代
表，在这里酝酿建党，直至 30日晚因法租界巡捕袭扰而中断。

“这幢房子建造于 1920 年秋，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
的住所。1961 年入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一大
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说。

会址东侧不远处，是 2021年开馆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新
馆，馆内“真理的味道”展项正前方玻璃柜内，静静躺着两
本颜色泛黄、封面印有马克思照片的小册子，正是《共产党
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

“这个小册子的问世，如火种撒向人间，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大地传播开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燃起中国革命的
火种。”薛峰说，“译者是陈望道，这背后有个有趣的故事。”

1920 年春，29 岁的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秘密
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在自家柴房里，他夜以继
日，竟把墨汁当红糖，拿粽子蘸着吃，还对母亲说“够甜，够
甜”。真理的味道如此甘甜。

为了安全，中共一大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畔的一
条游船上继续进行。

“在中央和浙江省委指示下，1959 年仿制了当年中共
一大开会的游船，停泊在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前东南岸水

边。”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宪义说，“大会后续全部议程
在红船上完成。中国共产党自此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星火初燃的事业发展向前。江西井冈山茅坪镇，八角楼毛
泽东旧居。阳光照进天窗，一盏生锈的清油灯引得游客驻足。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时期，红军的生
活非常艰苦，就连灯油都十分紧张。为了节省用油，他一
次只点一根灯芯办公、看书、写文章，常常忙到深夜。

在这如豆的灯光下，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提出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这盏油灯原件现收藏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该馆“镇
馆之宝”。“从一盏清油灯到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从一根灯芯
到万家灯火，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之光照
亮了百年征程。”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说。

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领子绣。在福建古田会议
纪念馆，珍藏着一套粗布军装——军帽为八角帽，缀有布
质红五角星帽徽；军装上衣为中山装式样，镶有两块红领
章，为纪念列宁逝世 5 周年，领章上绣着黑边；裤子是半长
的阔腿样式，配有一副绑腿。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1929年 3

月设计制作于福建长汀。”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主任王英说。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了当时
闽赣边界重镇长汀，筹集了 5万大洋。毛泽东提出利用这笔
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制作统一的正规红军军
装。随后，4000套军服赶制出来，军容军貌焕然一新。

福建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曾汉辉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后，在总结一系列教训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
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渐走向成熟。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30日电）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每一名参保人。
7 月 1 日，今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符

合条件的医药企业可以开始提交申报材料。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目录？今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有哪些重点？《2024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中，能找到“答案”。

——纳新药、降药价，更多新药、好药有望进医保。
工作方案明确，目录外 5 类药品可以申报参加 2024

年医保目录调整，包括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适应症或
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等。

今年的申报条件也进行了小幅调整，按规则对药品
获批和修改适应症的时间要求进行了顺延，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获批上市或修改适应症的药品可以提出申报。
这意味着，更多新药将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经过此前的6轮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累计新增纳入
744个药品，包括通过谈判新增的446个药品，其中大部分为近
年来新上市、临床价值高的药品，覆盖目录31个治疗领域。

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式为企业申报制，申报
范围主要聚焦 5 年内新上市药品。在此影响下，5 年内
新上市药品在当年新增品种中的占比，已从 2019 年的
32%提高至 2023 年的 97.6%。以 2023 年为例，共有 57

个品种实现“当年获批、当年纳入目录”。
除了申报环节，后续的评审、测算、谈判等流程也对

创新药给予“倾斜”。如在评审测算环节，将创新性作为
重要指标，提升创新药的竞争优势。

——调“老药”、腾空间，引导药品目录“提档升级”。
经过多次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经累计调出 395

个疗效不确切、易滥用、临床被淘汰或者即将退市的药品。
今年的工作方案对调出品种范围进行明确，将近 3

年未向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供应的常规目录药品，以及未
按协议约定保障市场供应的谈判药品列为重点考虑的
情形，以帮助强化供应保障管理。

“吐故纳新”，更多新药、好药将进入医保药品目录。

——更科学、更规范，药品目录调整将更加公开、透明。
今年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强化专家监督管理，明确专

家参与规则和遴选标准条件，加强对参与专家的专业培
训和指导，提高评审测算的科学性、规范性。

据介绍，近年来专家评审规则已趋于稳定，主要采取专家讨
论和个人评分同时进行的方式，争取传达给企业稳定的预期。

今年 8 月至 9 月为专家评审阶段。根据企业申报情
况，药学、临床、药物经济学、医保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将
联合评审，形成拟直接调入、拟谈判或竞价调入、拟直接
调出等药品建议名单，同时将对拟谈判或竞价药品的规
格、医保支付范围等进行论证确定。

在谈判环节，医保谈判专家将分组与医药企业就药
品支付标准进行“面对面”谈判磋商，并根据谈判结果决
定药品能否进医保、以什么价格进医保。

截 至 2023 年 底 ，我 国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约
13.34亿人。一轮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正切实帮助参保
人用上更多好药，减轻医药费用负担。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新华社北京 6月 30日电）

事 关 13.34 亿 参 保 人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今日启动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如何让“科技
之花”绽放得更绚丽？

一份由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文件，
首次明确了科技金融的“施工图”。这份《关于扎实做好
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强基础制度
建设，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为各类创新主体的科技创
新活动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为金融“活
水”浇灌科技创新指明方向。

科技金融，就是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2023年召开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居首位。

这些年，为了支持科技创新，金融部门一直在努力。
一组数据最具说服力：过去 5 年，高技术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年均保持 30%以上的增速；科技型中小
企 业 获 贷 率 从 14%提 升 至 47%；科 创 票 据 累 计 发 行
8000 亿元；超过 1700 家专精特新企业在 A 股上市；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规模达 3万亿元……

即便如此，仍有不少科创企业“喊渴”，一些金融机
构“喊难”。科技金融需要破解的难点、痛点依然突出。

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创新往往高投入、高风险、长周

期，科技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需求也有所不同，我国金
融体系还未能提供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此次，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
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
性的工作举措，攻坚克难的“施工图”一目了然。

“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
款—资本市场融资”，方案为科技金融描绘了一幅多元
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图景。

有宏观愿景，也有具体举措。
构建科技金融专属组织架构和风控机制，完善绩

效考核、尽职免责等内部制度……如果金融机构能将
方案中的这些政策安排落到实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
以期待与自身适配的风险评估模型、“量体裁衣”的科
技金融产品、“贴身服务”的科技金融团队。

改革创新永不停步，金融“活水”加速奔流。期待
在科技金融的强力支撑下，科创沃土开出朵朵绚丽的

“科技之花”，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新华社记者 吴 雨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30日电）

6 月 27 日，华灯初上时的深中通道（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科技金融首次明确“施工图”
七 部 门 合 力 破 难 点

开 天 辟 地

“六姑娘”将带来新知，“我
充满期待”

采集 1935.3 克人类首份月背样
品，再入返回比嫦娥五号更加精确，
国 际 载 荷 收 获 科 学 数 据“ 大 礼
包”……谈及“六姑娘”的任务成果，
胡浩的脸上满溢自豪，语声爽朗。

“嫦娥六号任务是我国迄今为止
最 复 杂 的 深 空 探 测 任 务 ，飞 控 事 件
多、环节紧凑、控制过程复杂。”胡浩
说 ，“ 六 姑 娘 ”采 用 智 能 快 速 采 样 技
术，实际工作效率相较“五姑娘”提升
了 30%左右。根据着陆区地质情况
和钻取作业情况，最终钻取采样深度
达到了 1.1米。

返回器着陆精度体现着任务的
技术控制水平。嫦娥六号返回器的
落 点 预 报 精 度 十 几 米 、开 伞 点 精 度
200 多米、落地精度 16 公里，高质量
完成回家最后一步。

嫦娥六号搭载的 4台国际科学载
荷，此行也收获颇丰。其中法国氡气
探测仪传回科学数据 158M，欧空局
月 表 负 离 子 分 析 仪 传 回 科 学 数 据
3.9M，这两个项目都进入了后期数据
处理和论文发表的准备阶段；意大利
激光角反射器相当于在月球上“钉了
一枚钉子”，有利于今后在月球开展
任务时标定位置。

“‘六姑娘’的国际合作也超出预
期，提升了我们在月球探测领域的国
际影响力，促进了与搭载载荷国家的
友好交往。”胡浩说。

6 月 28 日，月背样品正式移交给
月球科学研究的牵头单位中国科学
院，胡浩难掩兴奋：“‘六姑娘’会带来
什么新知？我充满期待。”

“把方案做到极致”，在不确定
性中寻找确定性

3 年多来，胡浩带领团队开展了
大量适配和优化设计，实现月球逆行
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月
背起飞上升等三大技术突破，使嫦娥
六号任务成为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
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

最大的悬念是能否准确降落到月背预定区域。月球的
图精度较低，最高分辨率仅能达两米左右，而且由于月背没
有实时图像数据，仅能依靠遥测数据进行判断。

采样环节则像“开盲盒”。由于事先无法判断月表下的
状态，必须设计钻取和表取作为“相互备份”。万一钻取不
行，挪动位置的代价很大，就要通过表取来“保底”。

“嫦娥六号任务的可靠性是乘积关系，一个环节 0.9，再
一个环节 0.9，整个系统可靠性就降到 0.81 了。”再回首已是
云淡风轻，听来却处处惊心动魄。

比如，在月背实施无人采样、封装、转移，精密性要求高
且难度大，而且月球的真空度很高，进入一点大气就可能污
染样品，研制团队在地面模拟平台进行大量实验，以毫米级
精度确保样品始终如一。

“我们把方案做到极致，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就
算中继星失灵，嫦娥六号依然可以自主开展采样、起飞。”胡
浩说着，打了一个手势，干净利落、绝无冗余。

一路陪伴“嫦娥”长大，“航天人已投入新的战斗”

2007年，以地球轨道卫星为基础研制的嫦娥一号探测器仅
重 2.35吨；2024年，嫦娥六号任务将超过 8吨重的探测器送上
月球。17年来，中国探测器进入空间的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一路陪伴“嫦娥”长大，胡浩经历了从副总指挥到总设
计师的几次身份转变，不变的是“总是在面对新问题，迎接
新挑战”。

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以近第二
宇宙速度再入返回……2020年，由胡浩担任总设计师，嫦娥五
号任务创造了多项“中国首次”，实现了较大的技术跨越。

“开门看到老虎、毒蛇不可怕，可以想办法对付它们；可
怕的是门外一片漆黑，这一步是迈还是不迈？”胡浩用一个
形象的比喻，道出了向未知进发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一项项创新突破，一次次闯关夺隘，胡浩用四个“信”字
总结一路走来的感受——

“坚定信念，才能十年磨剑，向一个共同的梦想迈进；保
持信心，才能在不断面对新的挑战时迎难而上、实现突破；相
互信任，才能在复杂的大系统工程中统一步调、协同攻坚；言
而有信，才能让国内外相关单位愿意与我们开展合作。”

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
站基本型……未来蓝图已绘。

“嫦娥五号和嫦娥六号证明，中国人设计的这条往返月
球的技术路线是可行的。”胡浩的语气，自信又果决，“航天
人已投入新的战斗！”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宋 晨（新华社北京 6月 30日电）

6 月 25 日下午 2 时许，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
郎草原，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终于迎回了
自己牵挂 53 天的“六姑娘”——实现人类首次月背
采样返回的嫦娥六号探测器。

定 位 、搜 索 、检 查 状 态 …… 返 回 器 工 作 正 常 ，
任务圆满成功，胡浩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虽然嫦娥六号如期从月背带回近 4 斤土，这几
天胡浩依然在奔波中：护送返回器回京并开舱“取
宝”、部署安排轨道器后续拓展实验、见证月背样
品 开 启 科 学 研 究 …… 忙 碌 间 隙 ，他 第 一 次 向 新 华
社记者聊起嫦娥六号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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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嫦娥六号任务总
设计师胡浩（右）和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关锋在交流交
会对接进展情况。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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