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5航站楼内，旅客们有序排队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手续。 记者 张璐 摄

为有效缓解大型社区、远郊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今年以来，

西安公交集团在 S9、123、133、343 等 30 余条小微型线路投入运营微型

公交车，黄色小巧的公交车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被市民亲切地称为

“宝宝巴士”。

据了解，线路设计初期，不仅考虑到沿线居民不同出行需求，还兼顾

衔接地铁站长距离出行。这些线路路程短、站点少、运转快，有效填补了

现有常规公交的空白，与地铁、常规公交形成错位服务、互补发展。

图为2月19日，西安市民在东二环咸宁路口站排队乘车。

记者 张璐 摄影报道

“宝宝巴士”
畅通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各界微评

【新闻回放】今年春节是中国春节

成功申遗后的首个农历新年。据统计，

目前有近 20 个国家将农历新年定为

法 定节假日，全球约 1/5 的人口以不同

形式庆祝农历新年。越来越多的外国

友人被春节“圈粉”，春节香飘世界，

“中国年”成为“世界节”。

网友观点：春节大踏步走向世界，世界

张开双臂拥抱春节。对国人来说，春节

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与传承；对世界而言，

则是打开一扇“新窗”。这里有中华优秀

传统传统文化，有勤劳团结的中国人民，

更有新时代的中国。

网友观点：中国年味，世界共享，生动

诠释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的真谛。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以兼收

并蓄的态度借鉴各国有益文化，方能推动

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书写

人类文明新篇章。

网友观点：春节文化不仅属于中国，

更走向了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

春节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

价值观，触摸着五千年文明脉动，进一步

推动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美美与共，让

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

【新闻回放】2月 13日，在国家儿童

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会诊中心，一位

专家型AI儿科医生正式“上岗”，与 13位

儿科专家共同完成了一场疑难病例多

学科会诊。据悉，这是全国首个 AI 儿

科 医 生 ，有 望 辅 助疑难罕见病诊疗，

为儿科医疗服务带来新变革。

网友观点：AI可以计算概率，但无法

替代医生对患儿情感需求的体察，更无法

传递希望。因此，AI 仅提供诊断建议，

最终决策还是得由医生签字确认，不能

喧宾夺主，如此才能守牢医疗技术的

伦理红线，让儿童医疗不失温情与温度。

网友观点：国内首个AI儿科医生的

正式“上岗”，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入了

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全新时代，为解决

儿科医疗领域长期存在的诸多难题带来

了希望的曙光。

□ 杨洋 整理

本报讯 （张洁 记者 刘艳宇）
2月 20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这是目前

国内首座 T5航站楼，其面积超过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现有3座航站楼

的面积之和。

当日 0 时 7 分，由喀什飞抵

西安的MU2204航班降落在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并停靠在T5航站楼，

这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T5航站楼

投 用 后 进 场 的 首 个 航 班 ；6 时

5 分，由西安飞往泉州的MU6245
航班从跑道起飞，这是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投用后首个

出港航班。

T5 航站楼是西安咸阳国际

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核心，工程

包 括 将 现 北 跑 道 改 造 为 平 行

滑行道，新建3条跑道；新建70万

平方米的T5航站楼、35万平方米

的综合交通中心，新建东货运区，

扩建西货运区；配套建设辅助

生产生活设施及水、电、气、暖等

市政能源设施。

据了解，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全部建成后，可满足

年旅客吞吐量 8300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 100 万吨的需求，成为集

航空、轨道、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

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T5航站楼投入使用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陕西 10 个设区市

108 个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

监测站已全部建成联网，这标志着陕

西城市功能区声环境监测实现了由

手工监测到自动化、智慧化监测的重

大转变。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

测站通过声源识别、智慧监管等，实

现了对噪声污染问题的精准识别、科

学评估与有效预警，弥补了传统手工

监测在频率、连续性和代表性方面的

不足。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

监测站的建成联网，为构建完善的噪

声评估体系、提升环境噪声管控能力

提供了有效保障。

2023年以来，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

站组织技术力量通过普查监测、比对

监测、历史数据对比评价等方式对自

动监测点位布设的代表性、科学性、

规范性等严格把关，点位数量和比例

符合国家技术要求。为按时完成建

设联网任务，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采取周调度、月汇报工作机制，积极

协调解决相关地市在站点建设联网

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技术问题，不断优

化完善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将继续

完善运维管理、数据审核和质量控制

等规章制度，确保噪声自动监测网平

稳运行，用“真、准、全、快、新”的监测

助力打造宁静和谐的人居环境。

陕西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全部建成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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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迎新春 巧手制灵蛇

西安夜游经济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陕西西凤酒首次出口澳大利亚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荣）2月20日，记者从西安海关获悉，由陕西

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52度红西凤酒日前经宝鸡海关监管放行，

顺利输往澳大利亚，继出口美国、马来西亚、韩国、德国等国家后再度开辟

新的海外市场。

西凤酒是我国凤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逐渐被国外消费者

接受和认可，目前，海外经销商遍布五大洲 33个国家和地区。宝鸡海关

在了解到企业出口困难后，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帮助，有针对性地宣贯

白酒出口相关法律法规，帮助企业开展自检自控，指导企业健全质量管理

体系，使企业出口产品符合国际市场要求。

据了解，为帮助企业扩大外贸“朋友圈”，宝鸡海关开通属地查检

“绿色通道”，快速为企业办理申报、属地查检、云签发出证等通关业务。

2024年，宝鸡海关共监管出口西凤酒 22批次、1.6万余箱。

宝鸡海关关长陈珲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发挥海关职能优势，积极

落实海关总署发布的十六条通关便利化措施，在货物通关、企业备案、

新产品出口等方面为企业提供高效精准的服务，助推地方特色农食产品

扩大出口。

西北首个
国家中医药监督执法实训基地落地陕西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获悉：日前，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 11 个国家中医药监督执法实训基地建设单位，

由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牵头建设的陕西省中医药监督执法实训基地

榜上有名。该基地是西北地区首个国家中医药监督执法实训基地。

陕西紧扣《陕西省中医药强省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

持续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服务网络，强化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中医药监督执法领域工作建设，着力打造秦药等

一批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中医药事业发展呈现新面貌、迈上新台阶。

“我们将不断优化教学场地与设施设备，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

方案，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模式，培养中医药监督执法骨干，提升中医药

监督执法质效，为全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陕西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 记者 白瑶 文/图

“这幅作品太漂亮了，用棉絮制成的

蛇更加传神，没想到小小的棉絮竟有

这 么大的能量。”2 月 15 日，在李海红

棉 絮画工作室，慕名而来的青海掐丝

手艺人刘秀芝看着棉絮画发出连连赞叹。

让刘秀芝赞叹的作品是棉絮画非遗

传承人李海红及其弟子汤瑶创作的贺岁

作品——《灵蛇献瑞》。作品的主角是

一条以棉絮为躯的青蛇，它头戴官帽，颈坠

金色项圈如意锁，寓意财富与吉祥，两条

小蛇盘坐在青蛇身上，为整幅画作增添了

几分温暖与亲和之感。画作左上角制作了

老寿星驾云而来的形象，身伴两条小蛇，

寓意着为人间送来福禄寿喜。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蛇象征着智慧、

灵动与吉祥。在构思这幅作品时，我希望

能将它做成一幅生肖文化与吉祥寓意

交融的作品，激励大家在新一年里怀揣

智慧与勇气，勇往直前。”李海红说。

棉絮画是以棉花为创作原料、以棉布

为胎体的艺术画作，其创作历史渊源可

追溯至明朝初年，因其“远看似画，近看

似雕”，被誉为“中国立体画”。

陕西棉絮画发展历史悠久，经陈振海、

陈步澜、李福堂传承，在第四代传承人

李海红这里有了新突破，他将国画山水

与棉絮画融合，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

推陈出新。此外，为提高棉絮画影响力，

李海红与弟子每年都制作棉絮画贺岁作品，

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棉絮画。

作为一门民间美术手工技艺，棉絮画

的制作工序繁琐，对制作技法要求较高。

“首先要心中有画，知道自己要制作什么样

的画作，在纸上绘制好线稿，再剪成纸托，

接着通过铺、抽、拉、扭、扯、撕、捻、包等

技法，用七彩棉絮包裹塑形，再层层

粘 贴，一幅立体生动的棉絮画就初步

成形了。”李海红说。

《灵蛇献瑞》也经历了同样繁琐的

制作工序，令李海红和汤瑶最“头疼”的

是蛇的颜色。

龙年新春之后，李海红和汤瑶就在

思考蛇年的棉絮画作品。起初，为迎合

春节喜庆氛围，二人打算创作一条红色

的蛇，但随着创作的深入，愈发感到红色

的蛇与春节祥和的氛围“有种说不上来

的不合适”。随后，通过翻阅各种资料和

反复尝试制作，二人发现青色的蛇不仅

给人一种温和的感觉，更代表着生机

勃勃与复苏的活力。

经过两个多月的制作，一条青蛇

活灵活现地呈现了出来。

“一条蛇略显单薄，我们还制作了

四条棉絮小蛇，增加了元宝、中国结、

宝葫芦、灯笼等物件，寓意吉祥，使作品

内容更饱满，表达对乙巳蛇年吉祥如意

的祝愿。”汤瑶说。

除了《灵蛇献瑞》，李海红还与弟子

贾伟花创作了《蛇舞竹韵》《灵蛇闹春》等

作品。不同色彩的棉絮经过撕扯、层叠

与塑形后，栩栩如生的灵蛇和竞相绽放

的花朵、翠绿挺拔的绿竹相互映衬，并运

用传统镶嵌工艺，表现出灵蛇的皮肤

纹理与光泽。

“蛇的身体通常有鳞片和斑点等，

棉花可能难以表现细节，我们就大胆

尝试在蛇身棉絮上镶嵌了亮片，呈现出

蛇身鳞片的立体感和光泽感。”贾伟花说。

对于新一年棉絮画的传承发扬，

李海红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们

每个人去传承发扬，希望更多人喜欢上

棉絮画，也期待更多传统手艺人互学

互鉴，推动传统手工艺融合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 20日电 （记者 樊曦）2 月 20 日，2025 年春运

第 38 天。随着春运进入最后阶段，各地铁路部门坚守职责，站好春运

最后一班岗，全力服务保障春运旅程收官。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月20日，全国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 104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 422列。2月 19日，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 1015.6万人次，自 1月 14日春运启动以来截至 2月 19日已累计

发送旅客4.7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为确保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丰镇北站

设置充电座椅，满足旅客充电需求，全面清洁候车室、卫生间等处的卫生，

升级哺乳室和第三卫生间婴儿床、婴儿护理台等设备设施，推动服务

品质再升级；国铁南宁局集团公司与南方电网贵州兴义供电局强化

联动，组织党员突击队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利用无人机、超声波检测仪

等技术装备对管内南昆铁路沿线供电设施开展安全巡查；国铁南昌局

集团公司厦门北站与民航部门联合推出空铁接驳服务，到达厦门北站的

旅客可在“城市候机厅”办理值机、托运行李等业务，实现从“车门”到

“舱门”无缝衔接。

铁路部门积极服务保障春运旅程收官

□ 记者 李彦伶

灯火阑珊烛影深，长安夜景醉迷人。

作为十三朝古都，独具特色的历史魅力

让西安发展夜经济拥有得天独厚的先天

优势。近年来，西安夜游经济格局不断

扩大、产品日益丰富、业态不断创新，

“夜长安”成为西安旅游一张兼具内涵与

影响的“金名片”。

夜幕降临，游人如织。2月 19日晚，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两侧，文创小店摆满

了唐妞、秦腔脸谱等特色文创商品，游客

不时打卡拍照。西安大慈恩寺红墙在

光影的照耀下古韵十足，不少游客身着

汉服摆出俏皮姿势。

带儿子来西安过年的厦门游客游

建萍说：“唐风建筑与绚丽灯光完美交融，

这一刻值得留住。”

2020年伊始，西安持续推出“长安夜·

我的夜”西安夜游嘉年华系列活动，当年

夜游经济影响力排名全国第六。《西安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创建三年行动

方案（2022-2024年）》中，围绕引领夜间

消费新风尚，西安市提出依托商圈、

景区、街区特色资源优势，着力打造 5个

“20”，提 升 西 安 夜 经 济 的 繁 荣 度 和

活跃度。

餐饮消费是“夜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西安东新街夜市久负盛名，承载

着老 西 安的记忆，深受市民游客喜爱。

夜幕临近，老字号、风味小吃应有尽有，

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

正在品尝手工酸奶的太原游客冯倩倩

告诉记者：“西安夜文化十分丰富，妆造、

旅拍、品美食，满满的人间烟火气，不虚

此行！”

记者从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

西安市先后印发《关于推进夜游西安的

实施方案》等文件，对发展夜游经济进行

规划引领和安排部署，不断强化西安

夜游产品供给，通过推出以大唐不夜城、

西安城墙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

及环城墙夜游观光廊为代表的夜游，以

《长恨歌》《梦长安》《大唐追梦》等为代表

的夜演，以及灯光夜秀、夜购，夜宴、夜跑

等产品，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产品

多元、特色鲜明的西安夜游经济体系。

“作为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试点城市，西安应多维并进，构建具有文化

特色的夜游经济生态圈，激发文旅消费

新动能。”西安交通大学金融与财政

研 究 所所长、教授侯晓辉建议，应打造

全天候夜间消费体系，促进跨界融合

消费生态重构，完善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化

保 障 机 制 ，促 进 西 安 夜 游 经 济 消 费

高质量升级。

侯晓辉建议，应整合“一城三带”核心

资源，不断创新“沉浸式剧本游”“夜间

文化创意盲盒”等参与性项目，打造“汉唐

文博消费圈”完整体验链，对冲季节性

天气变化影响，延长夜间文化场景停留

时间。在特色街区植入非遗工坊、寻古

探幽等业态，通过提炼传统文化的长安

元素，营造历史文化情境，推动常规消费

产品与创意消费增值服务结合转化。

“西安夜游经济已经从单纯的‘亮化’

阶段升级为‘活化’阶段，打造了城墙灯

展、大唐不夜城等知名夜游品牌，培育了夜

间观光、文化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了

完整的夜游经济产业链。”陕西省社科院

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燕说。

张燕建议，应不断丰富夜游产品

供给，优化夜游配套服务，加强夜游宣传

推广，吸引更多游客关注，不断推动智慧

夜游建设，为游客提供全新的夜游视角，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李海红（左）与弟子汤瑶创作的贺岁作品《灵蛇献瑞》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者 徐鹏航）记者 20日从国家医保局

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上线定点药店比价功能，可实现药品价格在手机上一键查询、实时比对和

位置导航等。

陕西省医保部门上线“药品比价”功能，预计将使参保人员的购药

成本下降 10%至 15%；河北省医保部门开发定点药店药品比价系统和

定点药店药品价格提醒功能，对于药品价格差异较大、价格明显过高的

责令整改……全国多地医保部门上线“比价神器”，运用精细化算法，帮助

参保群众高效购药。

“比价神器”如何使用？以湖北省为例，通过“湖北医疗保障”

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进入“定点药店医保药品比价查询”功能，选定

想购买的药品，点击“零售药房”，便可以按照价格、距离等条件进行

升降序排列，比对同一种药品在不同药店的价格差异，还可以直接导航

到选定的药店。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将坚持数智赋能，增强运行管理

能力，通过推进定点药店药品价格监测比对，让药品价格更加透明，群众

选择更加方便。

在线比价！
29个省份已上线定点药店比价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