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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究竟该“学”啥？这下有数了。

党史学习教育用书出版座谈会暨专题宣讲动

员会 15 日在京召开，四本“指定书目”亮相——习

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

共产党简史》。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阅读党史著作堪称“地

基”。这堂高规格“党史课”的“指定书目”，为何是

这四本？不妨先看看书的内容。

第一本是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该书

收录了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期间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稿 40

篇，其中 16篇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支撑和历史纵深的理论

分析，对党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新总结，提出新

观点，全面、科学地反映党史的内在规律，这为广大

党员深入学习和掌握党的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二本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

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该书分别摘录了毛

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在

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围绕中国共产党

历史发表的讲话、报告、谈话、批示和书信等重要文

献，共计 141段论述、9.8万字。

展卷披读，鉴往知来，犹如在和历史跨时空对

话。其中，既有我们党的领导人对党在不同时期的

历史回顾，也不乏对党史上重要人物、重要会议、重

大事件的周年纪念以及经验总结，一些资料更是从

浩渺档案中发掘后首次公开。

第三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问答》。该书把党的创新理论分解为干部群

众普遍关心的 100 个问题，将理论蕴含于生动实践

中，将道理蕴含在历史经验中，不少篇章或用历史

故事切入，或用历史事件印证，由点及面、深入浅

出，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可读性。

如何利用历史让理论鲜活起来？百问百答就

是一种有益探索，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长征路

上“半条被子”等故事，做到了论从史出、理从事

出。该书既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又聚焦理论难点热

点，以通俗化、大众化方式回应干部群众关切。

第四本是《中国共产党简史》。该书共 10 章、

70 节，记录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系统总结了党

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集中

彰显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淬炼锻造的伟大精神。

该书坚持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做到把基本事

实讲明白，把基本脉络讲清晰，把基本道理讲透彻，

以期实现人人看得进去，专家学者不觉得浅，普通

群众也不觉得深的传播效果。

沉甸甸的四本书，背后凝结的是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

四本书摆在一起看，一方面，内容各有侧重，每读一本都会有

不同体悟；另一方面，四本书又融会贯通，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

相互参照，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贯通起来学习。这样才能全面系

统地弄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

线、主流本质，进而举一反三，增强历史自觉，真正做到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

了解历史，才能

看得远；理解历史，方

能走得更远。

“为了给我看病，全家提前两个礼拜坐飞机

到上海，又是买机票又是住酒店，花销真的太大

了。”回忆起十年前自己在上海做胸主动脉瘤手

术的经历，现年 72岁的庄老感慨万千。

在不幸罹患大病难病之后，不少病患和家属

都曾听过这样的建议：“你们去北京、上海大医院

看看大专家吧”，个中辛酸反映的恰恰是地区医

疗资源与需求无法匹配的现实。如何在下沉本

地区名医资源到基层社区医院的同时，有效兼顾

大病难病“大医院”“大专家”的高端医疗需要，成

为不少城市管理者眼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近日在走访时发现，厦门市在有力推动

“三师共管”落地生根的基础上，通过与高校合作

打造区域医疗中心，引进域外优质医疗资源，探

索出一条极具厦门特色的医疗资源“提质增效”

新路子。

足不出户享受上海名医服务

去年 10 月 22 日，坐落于厦门五缘湾片区的

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迎来“高光时刻”，成为全国首

家揭牌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这也标志着近年来

厦门打造区域医疗中心工作初步取得成效。

2014 年 8 月，厦门市政府与复旦大学签订合

作共建协议。厦门“出钱”，复旦“出人”，不到 700
天，一所旨在解决厦门百姓看大病难病的医院拔

地而起。自 2017年运营至今，该院规范完成了诸

多外院转来的肝癌、肾癌、胃肠肿瘤及血管病等

专科疑难重症病例的手术和治疗，完成三四级高

难手术占比超 65%，填补了 50多项厦门及福建医

疗领域的技术空白。

五缘湾是厦门地价最高的片区之一，在这样

的地段修建一所占地 6.22公顷的医院，需要胆识

和魄力。“光是地价就超过百亿元，但我们认为这

样的投入是物超所值的。”厦门市政府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除地块投入外，厦门市

政府还为复旦中山厦门医院提供了“前五年全面

运营保障”——政府财政将兜底保障医院前五年

的正常运营。

“地方政府只投入，不派人参与医院日常管

理运营，在国内‘市校合作办医’中算是第一例。”

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党委副书记苏成豪说，“市校合

作办医”在国内并不少见，但其他地方政府多少会

派人参与医院的日常运营，甚至要求主导医院的

日常管理，这就容易让专业化团队“放不开手脚”。

将上海的名医请到家里来看大病难病，首先

要让小病慢病的看病问题得以解决。厦门市近

年来不断完善小病慢病“三师共管”分级诊疗，专

科医师负责明确诊断与治疗方案，基层全科医师

负责落实执行方案，健康管理师侧重于健康教育

和行为的干预。

自 2014年探索“三师共管”以来，厦门原本三

甲医院中看病“门庭若市”的景象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基层社区医院的充分激活。

“通过分级诊疗把能在社区看的病在社区给

看了，打破了老百姓对社区医院不信任的藩篱，

像我同事有高血压，日常的续药、取药也都在社

区进行。这不仅缓解大医院压力，患者还能就近

获得医疗服务。把市民普惠性的医疗需求解决

好，我们才有余力‘向上探’大病难病的解决方

案。”厦门市卫健委主任姚冠华说。

深入探索打破医疗资源分配瓶颈

“王主任，你看我兄弟这个腿，在省内跑了很

多地方都看不好，最后别的医生推荐我们来这

里。”3 月 9 日下午，在复旦中山厦门医院的诊室

内，一对从福州专程赶来看病的兄弟向该院血管

外科执行主任王利新求助。

名医“动起来”，大幅降低了大病难病患者们

的经济负担。除了患者及家属异地就诊的交通、

住宿费，复旦中山厦门医院的大病难病医疗费用

都按照厦门当地的标准结算。有业内人士做过

横向对比，以腹主动脉瘤手术为例，在厦门做一

场手术下来的费用比在上海做要便宜 20%左右。

跨地区调配高端医疗资源，受惠的不仅是当

地的患者，还有各大医院的专家名医。“最直接的

就是提升医生对于某种疾病的认知，比如我们在

巡回出诊的过程中就发现，长三角和闽南地区的

病患分布情况是不尽相同的。”王利新认为，医生

的临床经验是通过对某种疾病不断且广泛的诊

疗中获得的，坐在大医院里固然能碰到来自全国

各地不同的病患，但长期扎根到别的地区，能够

更加全面且直观地接触到差异化样本，并对当地

的医疗学科建设提供有益补充。

同时，优质医疗资源跨地区合理配置，也让

本地医务工作者有了更强的获得感。“我们其实

跟大病难病患者所面临的挑战一样，过去想跟名

医专家学习，要跑到北京上海，现在我们在家门

口就能跟着专家学习交流了。”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住院医师林越拿到了让王利新带教

的“入场券”，让他获益匪浅。

“作为医生，最难跟患者说出口的话就是‘你

们去北京上海大医院看一看吧’。过去有很多疑

难杂症我们确实没有经验，不敢给人乱下诊断。”

林越说，厦门的“市校合作办医”模式，让年轻医

生有更多机会师承名医大咖。

除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等采

取“政府出钱、专家运营”模式外，厦门还在融入

国家医疗战略、培养自己的科研团队上下功夫。

依托厦门大学的学科基础和资源优势，厦门

大学附属翔安医院成为其人才培养试验田，通过

专设专业技术专项编制、构建医教研三位一体格

局等方式，引进 52名两院院士及“长江学者”等学

科带头人。

厦门市还与四川大学合作，在岛外建立医教

研为一体的国家级重症疑难病救治中心，在岛内

外医疗资源均衡发展的同时，加大力度培养扶植

本土医疗专项人才。

厦门市计划在医学教科研方面也从上海等

地引入优质资源。“‘十四五’期间，我们会把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教育资源带到厦门来，实现厦

门优秀医疗人才的 100%本土化培养。”苏成豪表

示，届时，厦门将进一步缩小与大城市在优质医

疗资源上的差距。

解决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的“厦门启示”

厦门市着眼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与群众

实际医疗需求，积极探索解决医疗资源供需矛盾，

带来四方面启示。

启示一：将分级诊疗作为差异化医疗资源需

求的有力抓手。截至目前，厦门市签约服务 84.97
万人，签约覆盖率 32.54%；重点人群中 65岁以上

老年人签约率达 72.24%，签约居民对签约机构的

综合满意度达 95.09%。通过“三师共管”的分级诊

疗措施，把小病慢病就医存量化解在基层社区医

院，让厦门有能力抽出相应的医疗资源来满足大

病和疑难杂症的差异化需求。

启示二：赋予专业运营团队更独立自主的运

营权限。苏成豪表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

医疗健康领域就是最好的“政策支持”。“市校合作

办医”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力，让

地区群众就医不再往“北上”跑。因此，在吸引域外

医疗资源入驻时，给予最大限度的运营自由，既符

合现代医院的管理模式，也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了

当地看病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启示三：以数字化手段为诊疗提质增效提供

充足动力。患者诊间结算无须跑收费窗口，全部

在手机上完成。不同医院的医生在获得患者授

权后，可以共享患者的电子医疗档案。在厦门医

疗机构调研中记者发现，数字化手段大大提升医

疗资源的流通效率，同时也让诊疗结果更加精

准。“现阶段，健康档案已为厦门市民和居民建立

757 万份全周期的终身电子健康档案，覆盖 95%
的常住人口，每月电子健康档案共享 299.8 万人

次以上。”厦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主任叶荔

姗说。

启示四：将人才培养作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的最终目标。2019 年，国家发布《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其目的就在于将“活水”引

入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厦

门在建设区域医疗中心的同时，着力于人才队伍

培养的本土化，通过“外地专家本地徒”“医科共

建临床院”的方式，进一步将域外医疗资源充分

利用。本地医疗人才队伍的培育，才能最终破解

地区医疗资源供需矛盾。

新华社合肥3月 16日电 （记者 徐海
涛、陈诺、汪奥娜）“量子能量波与人体生

物电和谐共振，深层滋养细嫩肌肤”“利用

量子纠缠原理让庄稼多吸肥，害虫不能产

卵”“量子的波粒二象性就是阴和阳，科学

地解释了风水”……

作为创新产业的“明星”，量子科技近

年来备受关注。“新华视点”记者近期调查

发现，近一年来，全国各地冒出 2000 多家

各类“量子企业”，将量子力学原理与化妆

品、农业、食品、服装、汽车等传统产业“嫁

接”。这些企业究竟是体现了产业市场潜

力的新动能，还是蹭热点的“伪创新”？

面膜、肥料、风水……统统都能
用量子理论包装

量子水、量子项链、量子烟盒、量子眼

镜、量子手机膜……在电商网站上搜索，各

类“量子商品”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商品的共同特点是价格不菲、“功

能强大”，其关于“科学原理”的神奇描述更

十分“吸睛”。

“你的细胞每天都在损失能量！”一款

量子面膜产品宣称，可以释放量子能量波，

利用频率共振原理，与人体生物电和谐共

振，改善微循环，深层滋养细嫩肌肤，“净亮

肤色，紧致皮肤，让你变身‘冻龄’女神！”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的量子商品还纷

纷不断提升“理论”新高度。

比如，华北某省一家化肥企业推出的

“量子生物菌肥”声称应用了量子纠缠原

理，“将量子能与农作物产生共振”，把大分

子变为小分子，从而把肥料利用率提高到

90%；还能利用振动原理，使害虫不能驻足

产卵，从而达到驱虫功效。

而华南某省一家“量子堪舆研究院”的

创始人则自称，从量子理论中找到了风水

的“科学依据”。

“量子最大的特性就是具有波粒二象

性，波就是阴阳风水中的‘阳’，粒就是‘阴

’，这就是风水为什么会起作用。”他不无得

意地表示，这使他从理论高度上超越了同

行，达到了行业顶峰，“很多风水大师说得

头头是道，但最后问为什么却说不出来，而

我解决了根本性问题。”

别信忽悠，量子科技尚未进入
大众生活

“面膜+量子能量波”“肥料+量子纠缠”

“风水+波粒二象性”，这些宣传可信吗？

“量子能量波是生造出的词，量子纠

缠、波粒二象性等确实是量子物理名词，但

用在这里是生搬硬套，没有任何科学依

据。”

物理学博士、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唐世彪说，目前，真正的

量子信息技术应用领域主要在量子通信、量

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其他领域还没有实

用化。打着“量子+日用品”旗号的，一般都

是蹭概念、讲故事，甚至可能涉嫌诈骗。

如何辨识一件商品到底有没有用到量

子科技？专家表示，这要看它有没有用到

量子的相干性、叠加性等特性，如果没有用

上就是在蹭概念。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是，

记住现阶段量子科技还没有应用到大众生

活就可以了。

中科院院士郭光灿表示，像量子水、量

子鞋垫、量子眼镜等等，都是利用新的概念

炒作，“量子科技到现在，还没有让老百姓

可以用的产品，短时间内也做不到，不可能

很快就达到能进入千家万户的水平。”

郭光灿说，量子科技的门槛很高，现在

要做一个有用的专业性仪器设备还很难。

“量子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种新技术，会提

高人类的生产力，但这需要一个很长、很艰

苦的过程。”

警惕产业泡沫，多地查处以量
子科技为噱头的违规企业

量子力学理论曾引发的“第一次量子

革命”，催生出半导体、激光、计算机等重大

应用。新世纪以来，量子新技术密集涌现，

预示着“第二次量子革命”已进入起跑期。

当前，量子科技处于从科学探索到产

品研发的“产业前夜”，而“量子企业”的创

办也成为热潮。

记者从天眼查等平台了解到，仅过去

一年，全国就成立了各类“量子企业”2100
多 家 ，这 些 企 业 要 么 冠 名 以“XX 量 子 公

司”，要么在经营范围内注明量子类产品。

很多“XX 量子公司”的主营业务与量

子科技并无关系，比如量子建筑公司、量子

物流公司、量子体育公司。有一名创业者

注册了 9 家公司，将 8 家冠名“量子”，分布

在采矿、农业、旅游、咨询、养老等行业。

如果说这类企业还只是在名称上赶时

髦的话，另一类企业则在明显不具备技术

能力的情况下，在经营范围内注明“量子”，

动机令人生疑。比如，一些商贸公司的经

营范围也称包括“量子科技研发与应用”。

“量子是前沿科技，目前只有很少的企

业具备研发能力。”安徽省科技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安徽是全国量子科技企业最多的

省之一，但目前也只有 13家真正的量子企

业，加上配套关联企业，也只有 40多家。

据了解，目前已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

立案查处了以“量子科技”为噱头的违规企

业，涉及违法广告、虚假宣传、营销欺诈等，

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

记者从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在注册企业名称和填写经营范围时，

“量子”并不是被列入负面清单的词汇。新

事物的出现具备两面性，市场监管部门持

包容审慎态度。

安徽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胜利介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法律中都明

确，消费者因虚假宣传权益受损可索赔。

一旦入了假量子的“坑”，可向市场监管部

门反映，也可依法维权。

“不能让‘李鬼’坏了‘李逵’的名声！”

多位量子科技企业负责人表示，假量子产

品和企业，对行业前景有负面影响。

“新行业出现一些泡沫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任由‘李鬼’炒概念、挣快钱，不仅败坏

产业形象，还可能挤占市场和资源，逆向淘

汰真正的量子企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授、国家重大研究计划“半导体量子芯片”

首席科学家郭国平说。

市民“足不出城”上海名医“上门”，厦门为什么行
□ 新华社记者 康淼 颜之宏 陈弘毅

3月 9日，来自上海的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血管外科执行主任王利新在厦门接诊来自

福州的病患。 新华社记者 颜之宏 摄

量子护肤、量子肥料、量子水、量子项链……

一年冒出2000多家的“量子企业”都是啥来路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明
确
﹃
指
定
书
目
﹄
，为
何
是
这
四
本
书

□
新
华
社
记
者

范
思
翔

孙
少
龙

概念炒作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借名牟利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