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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市场“热”力十足

释放消费新活力

打卡红色地标、 体验民族特色妆

造、 在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文化魅力……

今年国庆期间， 各地纷纷深挖特色文

旅热点、打造多样文旅业态。 中国消费

市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折射出中国

经济的澎湃活力。

观看红色展览、聆听先烈故事，已

成为群众庆祝新中国华诞的潮流。 国

庆假期，红色旅游掀起热潮。

北京香山公园推出 《赶考·香

山———行走的思政课堂》 四季研学手

册，打造具有红色底蕴的“研学游”文

旅场景；四川举办“人民的胜利———淮

海战役历史陈列展”主题展览，单日接

待游客超 5 万人次； 在贵州省贵州遵

义会议会址， 游客们通过了解文物和

英雄故事，追忆革命历史……

红色文旅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游客

对祖国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而且有力

带动了各地旅游业的繁荣， 助力了地

方经济的蓬勃发展。

同时，传统文化焕发活力，国潮持

续火爆。 在特色展演等活动中感受文

化魅力，成为了年轻人的新选择。

辽宁葫芦岛古镇举办千年非遗水

上落花秀等表演，以非遗赋能旅游；福

建福州三坊七巷等地开展了“国潮秀

快闪”，邀请游客体验福州特色“三条

簪” 妆造，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民俗风

情；在湖南常德沅江江畔，游客乘船而

行，两岸舞台上一幕幕传统戏剧、音乐

剧让人目不暇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

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文

化资源、文化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

事等文化元素与现代时尚深度融合 ，

让旅游产品更丰富多样、更有内涵，更

好地满足了游客对品质化旅游的需

求， 也让越来越多游客深刻感悟到中

华文化之美。

此外， 各种新技术为文旅产业注

入新动力， 让游客感受到满满的参与

体验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在湖南博物院，“生命艺术———马

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大展” 通过

超高清文物扫描、 裸眼 3D 等数字技

术， 生动展示了马王堆汉墓的深刻文

化内涵；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新推出“寻

觅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

游客可以在 VR 共享虚拟场景中自由

探索，进行文物互动、考古体验，深度

领略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

而各地旅游景区也借助技术手段

的力量， 以智慧化服务优化游客的旅

游体验。 例如，云冈石窟对景区进行实

时数据采集、预测预警、应急指挥；新

疆文旅打造“熟玩新疆”专题活动，游

客可一键导航旅游目的地、 生成最佳

路线等。 信息技术成为满足现代旅游

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重要助力。

文旅市场人潮涌动， 消费活力持

续释放。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旅游资源

开发越来越丰富多样，基础设施、数字

化管理手段不断健全，景点供不应求、

服务质量等问题逐步解决， 这些都极

大地释放了人们的旅游消费热情。

（高清扬 边优然）

新风向

资料图片

本文旨在探讨健康山西建设背景下，

区域医疗人才高质量发展的策略。通过分

析山西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现状与挑

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医疗人才

质量、优化人才结构、促进医疗技术创新

的策略。 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人才

培养与引进、 科研创新等多维度措施，旨

在推动山西区域医疗人才的高质量发展，

为健康山西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

标志，而医疗人才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关键

力量。 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卫生健康事业，持续加大健康政策供给

和资金投入 ，推动“健康山西 ”建设 。 然

而，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山西在优质医

疗卫生资源总量、结构、学科专科建设及

科研创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因

此，研究健康山西视角下区域医疗人才高

质量发展策略，对于提升山西医疗服务水

平、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山西省目前优质医疗资源不足，每百

万人口三级医院数和每千人口三级医院床

位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高水平医院较

少，医疗技术水平、学科建设、医学科研教

育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现有医疗机构疑难重症诊疗水平不足，患

者跨省就医问题仍比较突出。 优质医疗资

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太原和经济较发达地

区，太行、吕梁等区域资源相对薄弱，副中

心城市优质资源辐射带动周边地区能力偏

弱。县级医院能力不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薄弱，难以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利用率、 平均住院

日均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资源

利用效率总体偏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院之间衔接协作机制

有待优化， 分级诊疗秩序和以健康为中心

的整合型系统连续服务模式尚未形成。 高

层次医疗人才短缺， 学科带头人和梯队人

才队伍建设不足， 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同

时，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尚不完善，难以吸

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山西当前的医疗人才培养可能过于

注重学历教育，而忽视了毕业后教育和继

续医学教育的重要性。这导致医疗人员的

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难以持续提升。另外

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基层和偏远

地区的医疗人员可能难以获得足够的实

践锻炼机会，限制了其技能的提升。 人才

激励方面大部分医疗中心采用岗位绩效

工资制度 ，根据岗位 、职称 、工作量等因

素确定薪酬水平， 薪酬待遇总体水平不

高，与其他行业相比缺乏竞争力。 医疗人

才晋升渠道相对狭窄，职称评定标准不够

科学合理，并且荣誉奖励方面奖励力度较

小，激励作用有限。

针对医疗中心人才发展的问题和挑

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全面推动医

疗中心各层次人才的高质量发展。（1）加

强政策支持，强化人才引进培养体系。 制

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国内

外高层次医疗科研人才来山西工作。通过

提供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确保

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本土医疗

人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要特别注重本土

人才的培养。 根据他们的专业特色及专

长，划分为不同类型的人才类别，帮他们

去除阻碍， 建立团队， 通过设立科研基

金、提供培训机会等方式，充分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朝各自优势的方面发展，与引

进人才共同促进、 共同进步， 和谐共赢。

同时建立完善的继续教育体系，与国内顶

尖的医学中心互动交流，为医生提供终身

学习的机会和平台。 通过组织专业培训、

开展学术交流等方式，提升医生的职业素

养和综合能力。 （2）完善人才流动机制。

鼓励和支持医疗中心之间的人才流动和

合作。 通过建立人才共享平台、开展学术

交流和技术合作等方式，促进医疗中心之

间的人才交流和资源共享。同时根据医疗

中心的实际需求和人才特点，优化人才配

置结构。 通过合理调配医疗资源、提升基

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等方式，缓解人才

分布不均的问题。（3）优化激励机制。 结

合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制定多元化的

激励方式。 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

遇、晋升机会和荣誉表彰等方式，激发医

生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建立完善的绩

效考核体系， 确保激励的公平性和有效

性。通过定期考核和评估医生的工作表现

和服务质量等指标，为激励提供科学依据

和支撑。 通过问卷的形式，深入了解阻碍

不同年龄段医疗人才专注事业的因素，给

予合理解决，让其无后顾之忧地全身心投

入工作当中，实现自我价值的飞跃。 （4）

强化科研平台建设， 推动医疗技术创新。

加强国家级和省级临床重点专科、重点实

验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的建

设，为医疗科研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 鼓

励医疗机构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建

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医疗科研项

目，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 鼓励医疗

机构和科研团队开展医疗技术创新研究，

特别是在疑难重症诊疗、精准医疗、康复

医疗等领域取得突破 。 对经过验证的

先进医疗技术进行及时 推 广 应 用 ， 提

高医疗服务的科技含量和整体水平。

综上所述，健康山西建设离不开高素

质的医疗人才支撑。通过完善人才引进与

培养机制、 加强学科建设与科研创新、优

化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模式等多维度措

施的实施，可以推动山西区域医疗人才的

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山西医疗

服务水平、 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还

有助于推动山西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

发展。 未来，山西应继续加大投入、深化

改革、创新机制 、强化管理 ，为健康山西

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基金来源：2024 年度山西省人力资源

高质量发展重大专项研究课题 （课题编

号：SXRLZY2024076）。

（作者单位：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山西司法鉴定科学文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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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游

玩转香港新体验

在传统景点之外，以更深入和地道

的方式玩转香港， 探索港式文化和市

井烟火气， 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选择。

如今打开社交软件， 搜索香港旅行

攻略，除了香港迪士尼乐园、山顶缆车、

维港海滨、 尖沙咀等老牌景点， 也有不

少“TVB 粉丝打卡指南”“跟着港剧游香

港”“香港离岛游”等冠以“小众”标签的

行程推荐。 不少游客利用国庆假期，从

各地前往香港进行体验。

他们搭乘拥有 120 年历史的叮叮

车，穿梭在香港的街头；他们在西九文

化区展开 City� walk（城市漫步），沉醉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当代视觉文

化博物馆 M+ 的艺术宝藏里； 他们坐

上昂坪 360 缆车， 俯瞰港珠澳大桥、市

郊翠绿山林， 感受独具特色的山海浪

漫……

很多内地年轻人第一次出境游，就

选在了香港， 重庆大学生黄舒然便是

如此。 19 岁时， 她看完王家卫的电影

《重庆森林》，从此对香港着迷。 最近，

她从重庆飞往香港，在数日的漫游中，

她最大的愿望是深入当地生活， 走进

香港的街头巷尾， 去找寻属于自己的

香港记忆。

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公布数据，今

年 1 月至 8 月， 共有访港旅客约 2950

万人次，同比上升 43.7%。 其中内地旅

客 访 港 约 2300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加

38.9%。 在整体访港旅客中，过夜旅客

占一半， 可见越来越多人选择在香港

放慢脚步、用心游览。 （张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