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7 日，在运城市人民医院造
血干细胞移植病房门口的走廊里，洁
白如雪、透着几分清冷的墙壁成了最
温馨的存在。粉色的气球被一个个精
心地贴在墙上，像是一朵朵盛开的甜
蜜花朵簇拥在一起，为单调的空间染
上了柔和又浪漫的色彩。气球中间，

“Happy Birthday” 祝 福 语 格 外 醒
目，仿佛也在跟着一起欢呼雀跃。贺
卡上写满了祝福，整个病房都萦绕着
别样的温暖与喜悦，仿佛病痛都能在
此刻悄悄退去。

这是运城市人民医院为患者赵
某 准 备 的 出 仓 加 生 日 的 “ 小 惊
喜”。

58岁的赵某，两年前被诊断为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高危组），经过系
统 化 疗 ， 病 情 一 度 处 于 稳 定 状 态 。
2024年 10月，赵某疾病复发，于当年
12 月 17 日入住无菌层流病房，经过
治疗后，今年 1 月 7 日出仓。当天，

正好是赵某的生日，运城市人民医院血
液科为他举办了一个简短的生日仪式，
庆祝他重获新生。

运城市人民医院 2023 年新建的造
血干细胞移植仓，是全市目前最大的
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新建的造血干
细 胞 移 植 病 区 总 面 积 600 平 方 米 ， 设
置 有 百 级 层 流 病 房 5 间 ， 可 同 时 入 住
5 名 移 植 患 者 ， 通 过 高 效 过 滤 器 可 清
除超过 99.9%的直径大于 0.3um 的尘粒
和细菌，达到基本无菌的程度。病区
的 每 间 移 植 病 房 均 有 独 立 的 新 风 系
统，24 小时不间断将过滤后的清洁空
气输入房间。病区还配备了感应式水
龙头、自动开关门装置，减少病原通
过手部传播的风险。每个房间均有独
立的空调系统和对讲系统，可与家属
随 时 沟 通 交 流 ， 给 予 患 者 心 理 支 持 。
病区拥有最先进的全自动血细胞分离
机 2 台、－80℃冰箱 2 台，可进行造血
干细胞单采、冻存，高白细胞、高红

细 胞 及 高 血 小 板 去 除 术 ， 血 浆 置
换、淋巴细胞采集等。

“我们医院的理念是立足基层、
服务群众，人民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
要提供的。我们科室在近几年的临床
实践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就是
以基层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做基层造
血干细胞移植体系的建立。”运城市
人民医院血液科三病区主任、副主任
医师段文义说。

段文义表示，如何在有限的经济
条件下，把移植开展起来、做成功，
如何平衡移植费用、疗效、不良反应
的相关性，是他们这几年也是未来探
索和实践的方向。

“预防、预处理、检测，是目前
我们探索的有效办法，也大大减轻了
患者的经济负担。我们就是在感染、
排 异 、 复 发 ‘ 三 个 鸡 蛋 ’ 上 ‘ 跳
舞’，每闯一关，患者战胜病魔就多
一份保障。”段文义说，这两年，他

们共完成 20 余例异基因移植，在山西
省各地市级的医院中，移植例数位于前
列；脐血移植完成 4 例，全部成功，在
省内也独树一帜；并于近期成功完成了
一例患病 31 年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 移植。
据了解，截至 2024 年年底，该院

共完成各类移植 150 例，完成自体外周
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95 例、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 35 例、脐血造血干细胞移
植 4 例、微移植 16 例。其中近 5 年完成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39 例，脐血移
植 4 例。移植费用大概在 20 万元至 30
万元，探索形成了适应基层的造血干细
胞移植体系。

点亮希望之光点亮希望之光点亮希望之光点亮希望之光 为生命续航为生命续航为生命续航为生命续航

运城市人民医院成功实施造血干细胞移植 150例

运城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为刚走出造血干细胞移植病房的赵某举行
庆祝生日仪式。

运城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晓（左一）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病房看望赵
某，祝贺他成功出仓。

运城市人民医院血液科三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段文义向患者及家属
嘱咐注意事项。

患者赵某及其家属为运城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送上锦旗，表示最诚挚
的感谢。

本栏文字 陶登肖
摄影 景冬波 陶登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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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当前我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
展如何？有哪些重点举措？国家发展
改革委 7 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有关情况。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
得积极成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
司长王善成介绍，围绕强化市场基础
制度规则统一、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
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
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推进
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以及破除地方保护
和市场分割，各部门各地区开展了一
系列工作。

其中，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
一方面，从制度建设着眼推进了一系
列改革举措。比如，印发《关于完善市
场准入制度的意见》，深入破除市场准
入壁垒，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公平统
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环境。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集中
力 量 攻 坚 整 治 了 一 批 突 出 问 题 。 比
如 ，开 展 清 理 整 顿 人 力 资 源 市 场 秩
序、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
等 专 项 行 动 ；为 畅 通 问 题 反 映 渠 道，
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门 户 网 站 开 通 有
违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线索征集
端口。

“随着一揽子关系长远的基础制
度和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实施，重点任
务的实施路径进一步明确，一批突出
问题得到初步整治，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对稳定发展预期、
释放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循环畅通的
作用正在逐步显现。”王善成说。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建 设 指 引（试
行）》7 日正式公布。王善成表示，制定
出台指引，就是要对各地区、各部门加
快融入和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提出方向性、框架性指导和阶段性
工作要求。“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
方面认真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各项要
求和重点举措落实落地。”

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
通运输市场

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是有效
衔接供需、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
重要基础，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统一开
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意见明确了重点
任务。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刘
鹏飞表示，将着力做好深化重点领域

改革、破除市场分割壁垒、畅通要素资
源配置、优化市场监管机制等工作。

刘鹏飞进一步介绍，将完善综合
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机制，统筹推进铁
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等行业发
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
骨 架 ，提 升 综 合 货 运 枢 纽 能 力 ，健 全
多式联运运行体系；完善各种运输方
式数据采集交换共享标准规范，加快
推动区域间、部门间数据资源共享交
换等。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抓好意见各项重点任务的贯彻落
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
成效，让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可感可
及，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更好
的交通运输保障。”刘鹏飞说。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关起门来
封闭运行的大市场，而是面向全球、充

分开放的大市场。”商务部市场体系建
设司副司长李维正说，商务部坚持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
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国际市场高
效联通，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做好外资市场准入“减法”。截至
目前，全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
措施已缩减至 29 条；制造业方面，外资
准入限制措施全面取消；服务业方面，
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
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加法”。落实
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健全外商投资投
诉工作机制，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
争，让外资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
好。2024 年以来，商务部召开外资企
业圆桌会 15 场，协调解决外资企业问
题 370余项。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是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重要途径。“我们认真落实
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 18 条政
策举措，在 9 个地区深化内外贸一体化
试点。”李维正说，针对企业在标准、渠
道、监管、资金等方面遇到的困难，着
力推进内外制度衔接、内外市场渠道
对接、一体化发展环境优化等，不断提
高企业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

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是市场运行
秩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有力保障。王
善成指出，各部门各地区通过统一监
管标准、规范监管行为，不断降低监管
成本、提升监管效能。

在提升企业跨区域迁移便利度和
办事效率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规划和
财务司副司长缪丹介绍，已在北京等
10 省市开展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集
中攻关试点，探索企业跨区域迁移登
记流程再造、精简材料、优化系统、数
据共享、压缩时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
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
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
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
做法。缪丹说，市场监管总局从完善
制度设计、强化源头审查和加强事后
监督等方面，全力推动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贯彻落实。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出
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
一步细化审查标准，压实审查责任，督
促指导各地方、各部门贯彻实施好《公
平竞争审查条例》，维护统一的公平竞
争制度。坚决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
护和市场分割，助力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缪丹说。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建

设

成

效

如

何

建

设

成

效

如

何

—
—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等
四
部
门
回
应
关
切

新
华
社
记
者

唐
诗
凝

魏
玉
坤

地震后的首夜，西藏日喀则市定
日县长所乡古荣村，正经历一个不眠
之夜。

在零下 10 摄氏度的寒冬，村里村
外灯火通明。

1 月 7 日 9 时 5 分，6.8 级强震突袭
珠峰故里——定日县。古荣村成为地
震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全村 222 人
中，22人遇难。

8 日凌晨 3 点多，记者驱车进村，
只见村道两旁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
再往里走，村广场的安置点灯光闪烁，
这里已搭起了 15顶救灾帐篷。

在帐篷前，记者见到古荣村党支
部书记次仁平措，地震发生后，他经历
了艰难的 18个小时。

“今晚我们肯定睡不了。”穿梭在各
帐篷之间，次仁平措告诉记者，全村 14
名党员，除了受伤和年龄偏大的，其他

12人一直都在为受灾群众做服务保障。
帐篷外，高原的寒风中，次仁平措

缩着脑袋告诉记者，地震首夜，村里党
员分成三组，每组四人，一边巡逻防火，
一边安抚群众，“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让
大家一直能看到我们党员的身影。”

帐篷里，受灾群众互帮互助，为这
个寒冷的冬夜增添丝丝暖意。

41岁的多杰南木加是邻村的村民。
因他在古荣村的亲戚一家四口在地震
中全部遇难，尽管自家房屋全部倒塌，
今晚他还是赶来这里帮助料理后事。

“我们这个帐篷里，都是外村来帮
忙的，今晚我们也睡不了了。”多杰南
木加轻声告诉记者说。

这一夜，救灾帐篷为寒冬里的村民
带来温暖，亲邻陪伴也成为他们最贴心
的安慰。三五群众挤在炉火旁，跳动的
火苗，把大家的心紧紧聚在一起。

村头远眺，救灾车辆有序前行，车
灯星星点点，照亮了高原深邃的夜空。

地震发生后，应急救援、消防救援、
森林消防、公安民警、部队官兵等上万
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带来棉
被、毛毯、炉子、方便面等急需物资。

凌晨 4 点，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在古
荣村搭建的帐篷里，十几名战士围坐一
起，毫无睡意，讨论下一步的救灾计划。

“我们运来 2000 公斤蔬菜、500 公
斤牛羊肉，可以满足这个安置点 100 多
人 的 一 周 之 需 。”战 士 李 建 平 告 诉 记
者，下一步根据受灾群众的需要，我们
还将加大物资供给力度。

夜深了，记者看到救援人员仍在村
里村外穿梭，救灾车辆依然川流不息，
村头临时供餐点还是热气腾腾……

震后首夜，这里注定无眠。
（新华社拉萨1月8日电）

震后首夜震后首夜，，这里注定不眠这里注定不眠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李 华 洛卓嘉措

1 月 8 日，在塘仁村安置点，消防救
援人员和小朋友拉手。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发
生后，救援队伍星夜兼程奔赴现场、争分

夺秒搜寻生命、竭尽全力保护财产；医护
人员悉心照料伤者，为他们点亮希望之
光；社会各界支援的物资，源源不断涌向
灾区。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爱 与 守 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