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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游西藏”活动实施
A级景区免费游览
新华社拉萨11月1日电（记者 春 拉 曹 槟）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 10 月 31 日发布消息称，
2023 至 2024 年“冬游西藏”市场促进活动时间为
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3月15日，在此期间，除
寺庙景区外，西藏自治区所有A级景区免费游览。

根据本轮“冬游西藏”优惠政策具体实施方
案，活动期间，自治区内三星级（含三星级）以上宾
馆（饭店）及国际品牌、精品酒店执行淡季价格；具
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含民营）的客运价格
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各
航空公司执行淡季价格。

同时，在本轮“冬游西藏”市场促进活动期间，
西藏还将对区内组织招徕接待区外旅游团队的旅
行社、A级旅游景区（寺庙景区除外）、旅游运输企
业和执飞进出藏航线的航空公司予以相应奖励
（补助）。

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西藏共接待国内
外游客4966.67万人次，同比增长67.4%；实现旅游
总收入593.98亿元，同比增长46.2%。

11月1日6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绘五号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郑 斌 摄）

我国成功发射天绘五号卫星我国成功发射天绘五号卫星

首次由3艘船保障

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踏上征程
新华社上海 11 月 1 日电

11 月 1 日上午，在雄浑悠长的汽
笛声中，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
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3
艘船出发，踏上为期 5 个多月的
科考征程。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副主任龙威介绍，我国南极科考
任务首次由 3 艘船保障，“雪龙”
号和“雪龙2”号极地科考船从上
海出发，主要执行科学考察、人员
运送和后勤补给任务；“天惠”轮
货船从江苏张家港出发，主要承
担新科考站建设物资运送任务。
考察队由来自国内 80 余家单位

的460多人组成。
本次科考内容丰富。中国第

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领队、首席
科学家张北辰表示，考察队将围
绕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系统的影
响与反馈开展调查，依托“雪龙”
号和“雪龙2”号船分别在东南极
普里兹湾、宇航员海，西南极罗斯
海、阿蒙森海及南极半岛邻近海
域开展生物生态、水体环境、沉积
环境、大气环境及污染物分布综
合调查监测。

同时，考察队将依托昆仑站、
中山站、长城站开展生态系统、近
岸海洋环境、土壤环境、地质环

境、大气环境、雪冰环境、空间环
境综合调查监测，深入研究南极
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此外，考察队还将开展国际
南极科学前沿领域合作研究，实
施与挪威、澳大利亚等多国合作
的恩德比地航空调查任务，探究
南极冰盖接地带这一关键数据
空白区域的冰—海—基岩相互
作用，支持冰盖物质平衡的精确
评估和不稳定性研究。考察队
还将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
大利、韩国、俄罗斯、智利等国的
科考队员开展后勤保障方面的
国际合作。

长江流域完成
跨省江河水量分配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 刘诗平）水利
部水资源管理司相关负责人1日表示，水利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批复了长江干流宜宾至宜
昌河段、宜昌至河口河段水量分配方案。至此，长
江流域跨省江河水量分配工作全部完成。

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批复《长江干流
宜宾至宜昌河段（包括区间中小支流）水量分配方
案》和《长江干流宜昌至河口河段（包括区间中小
支流）水量分配方案》，这是健全长江流域水资源
刚性约束指标体系和明晰初始水权的重要举措。

长江干流宜宾至宜昌河段（包括区间中小支
流）涉及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5个省市，流
域面积 8.08 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526.3亿立方米。长江干流宜昌至河口河段（包括
区间中小支流）涉及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江苏、上海7个省市，流域面积18.29万平方公里，
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1036亿立方米。

方案明确了多年平均及不同来水频率条件
下，流域地表水向本流域分配的河道外总水量及
相关省份的水量份额。同时，方案明确了主要控
制断面及其下泄水量、流量和水位等控制指标。

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意见要求，相关
地方人民政府要按照方案明确的水量分配份额，
合理配置水资源，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加强水资源保护，确保流域主要断面控制指
标。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要加强流域水资源统
一调度管理，强化方案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 田晓航）在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 1 日举行的“权威部门话开
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余艳红说，国
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一
年多来，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实现突破，中医药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功能更加突出。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
建设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重要举措。2021年12月，国家
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药监局批复上海、浙江、
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四川等7
个省（市）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示范区。
“一年多来，示范区建设已形

成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
的良好局面。”余艳红介绍，上海
着力把社区打造为中医药服务主
阵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0%开
设了中医科；浙江以“中医处方一
件事”数字化改革为切入口，推动
中医医院实现临床、科研、服务的
系统性重塑和全过程监管；山东、
湖南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
价值付费”改革，中医医院特色优
势不断彰显，次均住院费用明显
下降；江西、四川强化标准化体系
建设，中医药产业集群效应不断
放大。

同时，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建设服务国家战略更加主

动，助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协
调发展。余艳红说，各示范区积
极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广东以粤港澳大湾
区中医药高地建设为抓手，协同
推进港澳中医师到内地公立医疗
机构执业，简化港澳已上市的传
统外用中成药在内地注册审批流
程，推进内地（广东省中医院）院
内制剂获批跨境至澳门使用。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中医药
传承创新关键问题，发挥地方资
源禀赋和特色优势，进一步调动
改革创新主观能动性，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促进中医中药协调发
展，积极推广改革成果和经验，让
更多地方、更多人民获益。”余艳
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