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9日，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山西省旅游发
展促进条例》宣传实施推进会，该《条例》于 2024年
7 月 26 日，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将于 2024年 11月 1日起施行。

《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共五章四十七
条，体现了省委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工
作要求，是一部立足山西实际，充分体现山西特色
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出台必
将为推动我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战略
性支柱产业，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

《条例》在“总则”第四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旅游资源开发应当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
利用的原则；利用文物等人文资源开发旅游产品
应当坚持保护第一，保障文物安全；利用自然资源
开发旅游产品应当严格实施保护措施，保护自然
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同时在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
明确，不得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进行过度开发，
从而奠定了保护优先的发展总基调。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推进旅游与文
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依
法将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等纳入
旅游线路，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推动文化和
旅游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鼓励依托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开发生态旅
游和康养旅游产品，推动生态和旅游融合发展。此
外，《条例》在第二章“产业促进”中规定了完善要素保
障、加强设施建设、培育壮大旅游经营主体、强化宣传
推广等内容，在保护的前提下释放发展的法治红利；
在第四章“服务提升”中规定了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智慧服务平台、优化审批备案流程、完善应急预案
等内容，促进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保
障，打造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软环境，推动我省旅游
业在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条例》鼓励挖掘农村自然资源和特色民俗文
化，开发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开发生
态旅游、康养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与康养休闲等融
合发展。整合资源优势，找准产业结合点，推进旅
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开发研学旅游、
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和低空旅游等产品，打造新业
态、新模式、新场景。突出数字化，鼓励和支持数
字化应用场景和智慧文旅项目建设，培育丰富智
慧旅游产品。

《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等对文旅推介、区
域合作、市场营销等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条例》第
五条也明确了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可用于支持旅游
形象宣传推广，为旅游形象宣传资金提供了法律
保障。 （梁成虎）

据《山西晚报》

这份升级版方案
有哪些看点？

——需求导向，标准要跟上。
制定 20 项老年人、妇幼、儿童和青少年等重

点人群健康干预指南，研制中医特色诊断、治疗、
治未病智能化装备标准……行动计划针对新时代
人民群众健康需求，部署加强重点领域中医药标
准供给，并提出完成 180 项中医药国内标准和 30
项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的要求。

——质量优先，技术更前沿。
加快中医药标准与人工智能等新型科学技术

的互动发展，开展标准数字化试点……行动计划
专门将“推动中医药标准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列
为重点任务之一，让中医药标准更有“科技范儿”。

——应用为本，落地才见效。
行动计划明确“公开共享中医药标准信息，通

过标准数字化、新媒体等途径开展标准解读宣
贯”，“编印出版中医、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推广手
册”，为中医药标准落地应用打了一剂“加强针”。

“标准化”是否影响
中医药辨证论治？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纵
观数千年中医药发展史，中医经典在勤求古训、博
采众方基础上不断简化、优化，“标准化”贯穿始
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不同医
家的临床实践经验和思维方式确有不同，但个体
化诊疗并非毫无章法，也有共性。“标准化”不仅可
以最大程度降低看中医、用中药的风险，也有助于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标准化”能否加快
中医药“走出去”？

首 个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中 医 药 标 准
《ISO17218:2014 一 次 性 使 用 无 菌 针 灸 针》的 颁
布，让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针灸针有了国际
通行标准，带动中医药产品、技术、服务在全球
广受青睐。

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先后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中医药与国际“接轨”，同样离不开标准“架桥铺
路”。

全国中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相信“中华瑰宝”还将焕
发璀璨光芒，更加自信走向未来！ （田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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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我省多
举措安排省级文物保护经费、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对
我省文物进行保护。

我省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文
物资源大省，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53875处，位居全国前
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31处，位居全国第
一。为支持推动全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省财政厅
稳步加大省级经费投入，努力争取中央财政支持，有
效拓展经费投入渠道，积极支持文物保护工作。

在稳步加大省级经费投入方面，2024 年安排省
级文物保护经费 4.08亿元，较 2021年 3.24亿元增加
0.84 亿元，年均增长 8%，支持主管部门根据保护规
划、工作需要组织开展文物保护项目维修及安防、消
防、防雷等保护性设施建设，推进考古发掘、古建筑
日常养护、文物看护、平遥古城保护、文物保护基金
运作及全科人才培养等工作。

努力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夯实资金保障基础。我省
对标中央政策导向，超前准备、有的放矢，通过工作实效
最大限度争取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对我省文物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2024年，山西省争取到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5.25亿元，较上一年度 3.28亿元增加 1.97亿元，增幅达

60%，补助规模、增加额度、增长幅度均为全国第一，为
全省文物修缮保护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有效拓展经费投入渠道，构建多元资金保障机
制。我省支持低等级文物保护任务重且财力确有困
难的市县，从 2023年起使用一般债券资金加强本地
区文物保护工作（2023年全省安排资金 3.58亿元，用
于低级别文物修缮保护）。支持筹建山西省文物保
护基金，从 2023 年起每年安排省级专项资金 500 万
元，积极调动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文物保护事业，努
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文物保护新
格局。实施“文明守望工程”，动员鼓励社会力量通
过认领认养文物建筑等形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截
至 2023年底，已累计利用社会资金近 5.2亿元。

在今后的工作中，省财政厅将持续加大省级文
物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会同省文物局最大限度争
取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对我省文物保护事业的支持，
努力争取将山西古建筑、彩塑、壁画保护重大专项列
入国家文物保护重点项目予以支持，积极对接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支持推动我省兼具旅游开发功能的
低级别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张磊）

据《山西晚报》

《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宣传实施推进会举行

文物等人文资源开发
旅游产品坚持保护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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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建设，对于中医药的传承
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已有 3000 多项中医药标准。
7月 3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
医 药 标 准 化 行 动 计 划（2024—2026
年）》，部署 20项具体任务及 25项专栏
任务，对现有标准体系再“升级”，为推
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促进中医药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