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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文化和旅游市场强
势复苏的“五一”假期，5 月 19
日，我们迎来第 13 个“中国旅
游日”。

从古至今，旅游都是人们
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中
国旅游日”设在5月19日，便是
因为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公元
1613年的这天出发，怀着“云散
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的
快乐心情，开始了自己在中华
大地上的万里游历。410 年后
的今天，回味徐霞客当时的精
气神，旅游涵养精神力量的作
用更加引人深思：一段美好的
旅程，不仅可以给身体放个假，
还能给精神加把劲。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
意远。”精神需要自然的启迪。看
山海，可以体会“山不厌高，海不
厌深”的包容；临江河，可以体会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大势；赏
雪，可以体会“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
雄竞折腰”的豪情；望岳，可以体会“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深入自
然的旅程里，江山之美激发爱国的情怀，
天地之大壮阔为人的胸怀。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精神还需要
文化的滋养。富有底蕴的文物古迹、精
彩纷呈的演出展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

人出游时必须打卡的项目，只
因优秀文化的感召深入人心。
体验非遗，是为了感受文明的
底蕴；深入乡村，是为了追寻
乡土的情怀；瞻仰红色圣地，
是为了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
游览科创园区，是为了领略创
新发展的动能……丰沛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浸润游客
的旅途，赋予人自信自强的精
神力量。

放松减压也是重要的精
神需求。刚刚过去的“五一”假
期，243 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夜间客流量
达到 7768.6 万人次，再次体现
休闲娱乐对于人民群众的重
要意义。张弛有度的生活更精
彩，劳逸结合的大脑更灵活。
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不

时给心灵诗和远方的慰藉，才能有更大
的热情投入接下来的工作生活。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今
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正是“美
好中国，幸福旅程”。让我们走入名山大
川、探访名胜古迹，用富足的精神体验
旅游的深意，用自信的精神力量升华多
彩旅程。大好河山，只等你来。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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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5月18日电（记
者梁姊 黄江林）第七届世界智
能大会开幕式暨创新发展高峰会
18 日上午在国家会展中心（天
津）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行天
下 能动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
认为，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产
业和技术革命重要驱动力量，以
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为代表的技
术加速更迭有望推动重大技术变
革实现。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快速
发展，赋能经济社会成效显著，人
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5000
亿元人民币，代表性企业超过
4200家。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表示，自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颁布
实施以来，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一
直牢牢把握“赋能实体经济、支撑
社会发展”这条主线，产出一系列
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创新产品，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发体系和应
用生态，引领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
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

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时代基础
性技术和内生型能力，正在成为
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
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
要变量，尤其是近年来对人工智
能通用大模型的探索蓬勃兴起。

据介绍，本届世界智能大会

规模和质量为历史之最。大会智
能科技展设置了人工智能、5G+
工业互联网等10个主题展示区和
5G、智能网联车2个智能体验区，
包含世界500强、国内智能科技领
军企业及高校在内的 492 家企业
和机构参展，展区总面积达12万
平方米。

展望未来，与会嘉宾认为，应
紧紧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新
机遇，尊重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
发展规律，加大人工智能基础理
论和前沿技术研发布局，打造一
批人工智能区域高地和基础平
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人工
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
聚焦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
者彭韵佳 顾天成）国家医保局
局长胡静林18日在国新办“权威
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2018 至2022 年我国人
口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农村低
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稳定
在99%以上。

“5 年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含生育保险）年度总收入由2.14
万亿元增长至 3.09 万亿元，年度
总支出由1.78万亿元增长至2.46
万亿元，基金运行平稳，有所结
余。”胡静林说，此外，财政每年对
居民参保缴费人均补助标准从
490元增长至610元。

在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方
面，国家医保局加快医保谈判节

奏，推动卡瑞利珠单抗、诺西那生
纳等一大批独家品种的抗癌药、
罕见病用药以适宜价格纳入医
保，加上报销后累计为患者减负
超5000亿元；同时，国家组织集采
333种药品平均降价超50%，集采
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8种高值医
用耗材平均降价超80%，连同地方
联盟采购，累计减负约5000亿元；
对居民慢性病保障方式进行改
革，将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纳
入居民医保保障范围，惠及1.4亿
慢病居民；持续打通异地就医瓶
颈堵点，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规模由 2018 年的 131.8 万人次增
长到2022年的3812.35万人次，增
长28倍。

胡静林介绍，针对新冠疫情

果断实施“两个确保”政策，并保
障新冠疫苗及接种费用，为疫情
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贡献医
保力量。同时，不断扩大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范围，目前已覆盖49个
城市1.69亿人口，惠及195万名失
能群众，使他们的生活更有质量、
生命更有尊严。

胡静林介绍，总的来看，5 年
来通过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
展和治理，“群众享实惠、基金保
安全、医院获发展、企业得成长”
的多赢局面正在初步形成。下一
步，国家医保局将在加强医保基
金监管、完善优化医保药品目录
管理、推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等多方面发力，着力推动医保
高质量发展。

国家医保局：
近年来我国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

据新华社福州5月18日电（记者周
义）记者从福州市政府18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福州至台湾航线将于5月
22日正式复航。

根据计划，复航首班往返航班将于5
月22日起飞，采用波音737-800客机，每
周执行6班往返航班，除每周五外，其余每
日各1班往返。

据了解，2008 年启动两岸空运直航
至今，福州机场共执行台湾航班3.1万架
次，辐射台北、台中、高雄等多个航点，运

输旅客量达341.5万人次，运输货邮吞吐
量达6.4万吨。2020年3月，受疫情影响，
福州至台湾航线暂停，本次复航是福州时
隔三年重新恢复往返台湾地区的直飞客
运航线。

厦航福州分公司总经理李良川说，未
来厦航将适时新开福台航线，增加航班，
保障两岸旅客交流往来。

据了解，福州至高雄航线也将于 6
月 2 日复航，计划每周五执行 1 班往返
航班。

福州至台湾航线将于5月22日正式复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