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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6.2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开展搜救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北京时间12月18日23时59分，甘
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
震，震源深度 10公里。截至目前，
地震已造成甘肃 100人死亡、青海
11人死亡，部分水、电、交通、通讯
等基础设施受损。

地 震 发 生 后 ，中 共 中 央 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
示，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 6.2级地
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开
展搜救，及时救治受伤人员，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灾区地处
高海拔区域，天气寒冷，要密切

监测震情和天气变化，防范发生
次生灾害。要尽快组织调拨抢险
救援物资，抢修受损的电力、通
讯、交通、供暖等基础设施，妥善
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
活，并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等工
作。请国务院派工作组前往灾区
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解放军、武
警部队要积极配合地方开展抢险
救灾，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 总 理 李 强 作 出 批 示 ，要 求 全
力 组 织 抢 险 救 援 、搜 救 被 困 人
员 并 救 治 伤 员 ，尽 最 大 努 力 减

少 伤 亡 。 当 前 正 值 冬 季 ，要 抓
紧 核 实 灾 情 ，尽 快 抢 修 受 损 基
础 设 施 ，妥 善 做 好 受 灾 群 众 转
移安置工作，及时发布信息，维
护灾区社会稳定。要加强震情
监测，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切实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
求，国务院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灾
区指导救援处置等工作。甘肃、
青海已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援，
并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棉被等
救灾物资运抵灾区，全力做好受
灾群众救助。目前抗震救灾各项
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者 王 鹏）记者 19日从教育部
新闻发布会获悉，自我国开始实行
专业学位教育制度以来，经过 30
多年发展，专业学位类别不断丰
富，培养规模持续扩大，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
格局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两
种类型、三级学位协调发展的体系
初步建成。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
育司司长任友群介绍，我国研究生
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实现了学术学

位与专业学位并重。2022年发布
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一
步丰富了专业学位类别，数量由47
种增加到 67种，更充分、更精准对
接经济社会需求，支撑行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

此外，研究生教育紧密服务
“四个面向”战略部署，持续完善学
科专业布局。据悉，在人才培养规
模上，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
2012 年的 32.29%增至 2022 年的
56.4%。学术学位博士授权点数量
较10年前实现翻番，对于科技前沿

和关键领域的学科支撑更加有力。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在

学研究生已达 365万人，总规模位
居世界第二，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
大国。“与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
比，当前，重学术学位轻专业学位
的观念仍需进一步扭转，两类学位
同质化发展的现象依然存在，还需
要大力深入推进研究生分类培养、
分类发展，以进一步提升拔尖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进一步凸显研
究生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
和贡献力。”任友群说。

全国各省份均已完成
2023年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评估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 彭韵佳）
据国家医保局19日消息，目前全国各省份2023
年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评估工作均已完成，评
估符合启动条件的地方将在年底前完成本年
度价格动态调整，选择适当窗口实施。

医疗服务价格关系公立医疗机构和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可以
引导公立医院适应医改政策取向、优化服务。

为稳妥有序做好相关工作，国家医保局加
强对地方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
督，全国各地已全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
整机制，并围绕各类改革目标设计了指标评估
体系，评估达标的，当年完成调价；评估不达标
的，暂不实施调价。总的来说，就是医药费用
控制好的地方，调价总量多一点，费用控制不
好的地方，调价节奏慢一点、总量少一点。

据介绍，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指
导地方优化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促进有价
值的医疗技术加快临床应用，2022年各省份新
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近千项。

12月19日，老年人在回民区奔腾社区“为老餐厅”取餐。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积极推进老年人

助餐服务工作，通过建设社区“为老餐厅”、设置养老助餐点等多
种方式，提升老年人用餐便捷度，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贴心的养老服务。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为老餐厅为老餐厅””
为老年人用餐添便利为老年人用餐添便利

《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发布

收录8000余种中医古籍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 田晓航）

全国中医古籍文献资源普查工作标志性成果
《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19日在京正式发布，
共收录全国 379个藏书机构收藏的 1912年以
前写印的中医古籍8650种。

中医古籍是中医药学传承的重要载体，也
是中医药学术进步和创新的源泉。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
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梳理挖掘古
典医籍精华，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增进
人民健康福祉。

据介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
所自20世纪60年代起持续开展了历时半个世
纪的 3次全国中医古籍文献资源普查与书目
编纂；2012年至 2022年进一步扩大普查范围
和深度，通过在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
地区开展调研，新增收集231家公藏图书机构
的书目信息 2.6万条，经考订信息、完善缺漏，
编纂完成《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正文中按学科分类著录了古籍书目信息，
下册主体为索引。这一书目对原有中医古籍
分类做了较大幅度调整和完善，拓展了收录范
围，考订并厘清了中医古籍与近代中医文献，
其款目组织体系展示了中医古籍文献的传承
发展和分类布局，为中医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
等工作提供了目录学储备和支撑。

“《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全面揭示中医
药源流，推动了中医古籍的学术研究与资源开
放共享。”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杨洪军说，中
国中医科学院将继续加大对中医古籍的保护
和传承力度，不断完善相关数据库和数字化平
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