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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2月1日起，中国给予包括33
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
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
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
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
始终以切实行动推动全球南方共同
繁荣振兴的坚定决心和诚意，彰显中
国始终与全球南方携手并肩、建设一
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的博大胸襟
和责任担当。

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
国都不能掉队。非洲是最不发达国
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占世界
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没有中国和非洲
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作
为引领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行动派
和实干家，中国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有力赋能
中非经贸合作，推动中国大市场成
为非洲大机遇。零关税举措实施
后，贝宁菠萝、埃塞俄比亚咖啡、卢
旺达辣椒、坦桑尼亚蜂蜜、马达加斯
加羊肉等一大批来自非洲最不发达
国家的优质农产品将加速对接中国
市场需求，为非洲企业带来更大发
展机遇，带动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发
展。坦桑尼亚未来企业发展公司养
蜂顾问杰克逊·姆波内拉说，中国推
出的零关税等一系列惠民生、增福
祉新举措是非中实现互利共赢的重
要桥梁。

发展是解决包括贫困在内一切
问题的总钥匙，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
第一要务。除了零关税举措，中国还

积极综合施策，包括便利化贸易安
排、提供跨境电商支持、帮助非洲国
家参展商赴华参加各类展会等，助力
非洲提升贸易水平和能力。中方举
措不仅惠及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民
生福祉，有力驱动全球南方经贸合
作，更让中国坚持在经济发展中扶贫
的成功经验为全球南方减贫进程注
入强劲动能。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
所中非中心执行主任丹尼斯·穆内内
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助力全球南方
减贫进程，切实推动全球南方加速迈
向现代化。

作为全球南方一员，中国始终坚
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
而不是“筑墙”，坚定地同广大全球南
方国家携手并肩，推动合作共赢。向

160 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 150
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
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
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创设全球
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以实
际行动助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与一
些西方国家频繁挥舞关税大棒、筑起

“小院高墙”、以各种名目阻碍互利合
作的自私做派形成鲜明对比。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
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中
国致力于同全球南方国家携手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也将一如既往
同各国共享发展新机遇，为实现全球
南方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零关税：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中国担当
新华社记者 闫 洁

（上接第1版）
三、争做志愿服务精神的传播

者。大力普及“学习雷锋、奉献他
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和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传递志愿服务正能量，倡导文明
新风，让做志愿者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和社会时尚，让“志愿服务人人可
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的观念深
入人心，更多的人了解、认同并投身
志愿服务，进一步扩大晋中志愿者

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志愿者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

责任。回首过去，众多志愿者用实
际行动温暖了我们的内心；展望未
来，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需要更多的
人加入志愿者的行列。让我们携手
共进，一起贡献志愿力量，创造美好
生活。

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
中共晋中市委社会工作部

2024年12月5日

国际志愿者日倡议书

（上接第1版）
进入冬季，供暖成为群众最为关

切的民生问题之一。如何扎实细致做
好冬季供暖各项工作、确保每户居民
温暖过冬成为市委、市政府的心头
事。10 月，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情
系百姓冷暖，多次深入一线调研督导
我市冬季供暖准备工作。市城市管理
局、市能源局等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在
热源准备、燃煤储备、保障运行等方面
持续发力，全力筑牢冬季供暖防护
网。截至目前，我市 11个县（区、市）
供暖运行基本平稳。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10月8日，我
市对晋中市、榆次区两级政务服务场
所进行优化整合，将晋中市民之家审
批类事项和榆次区政务服务中心审批
类事项办理窗口搬迁至晋中市城市规
划馆一层西区，公共服务类事项办理

窗口集中在晋中市民之家，政务服务
审批类事项由“多窗申请”向“一窗受
理”转变，公共服务类事项“多头分散”

“多种渠道”转变为“一站集成”，为企
业和群众提供“一件事一次办”服务。

民生保障兜得更牢更实，基本公
共服务更为优质均衡。我市正用一桩
桩、一件件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事，让广大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
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这
其中有大手笔的擘画、大动作的落实，
更有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每一项“民
生清单”的兑现都推动着我市百姓幸
福指数的不断攀升。

循着民声来，奔着民愿去。我市
将继续用务实的作风、扎实的举措，让
一项又一项民生新政乘风而至，一件
又一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为民生“加
码”，为幸福“加速”。

（上接第1版）
殷杰对刘星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对晋中市委、市政府给予山西师
范大学的支持表示感谢，对市校协同
创新发展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山西师范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全方位推进一流师范大学建设。

学校将充分发挥优势、巩固合作成
果，在基础教育、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产学研贯通等方面持续深入合
作，进一步提升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水
平 ，为 晋 中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更 多
力量。

交流座谈会前，刘星还深入山西
师范大学周边区域，调研校园交通环
境、服务业态等情况。

深化市校协同创新发展 双向奔赴谱写合作新篇

到医院看病，迎面而来的可能是
智能机器人；检查结果出来，人工智能
迅速给出诊断意见……随着 AI 技术
飞速提升，诊疗应用越来越广。

人工智能当家的“AI医院”是不是
真的来了？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在
一些新闻中亮相的“AI医院”，实际是
AI辅助诊疗技术的应用。医疗创新在
提速，但安全监管的“闸门”仍在人类
医生手上。

看病更便捷？“医疗+AI”是趋势

近日，一家研发机构称，即将上线
一款“AI医院”人工智能大模型：AI医
生通过“阅读”医学文献、“诊疗”虚拟
病人，不断自我进化，未来有望介入真
实的医疗应用场景，辅助人类医生完
成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这一大模型目前
并未投入医院实际应用。不过，AI技
术在一些医疗机构已经得到广泛
应用。

在浙江，乌镇智能医院自去年开
放以来，不到 10名医生与一批智能导
诊机器人，已经接待了数千名患者。
通过AI技术，这家医院还可以快速分
析人体健康大数据，形成个性化的智

能健康评估结果。
在上海，一支医生团队发起、参与

研发的人工智能医学大模型，能顺利
“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输入
患者的主诉、现病史、体格检查等，AI
就可给出诊断和下一步处理的辅助
建议。

大模型可以“吃进”数千本医学教
材，AI可以更精准地比对CT影像，集
成视觉、触觉等传感器的智能监测床
可以及时发出预警，快捷的病例搜索
功能可以有效辅助医生作出判断……
越来越多医院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医
疗+AI”成为趋势。

专家表示，“医疗+AI”前景广阔，
无论患者还是医生，都将在这场科技
革命中受益。

AI直接看病？还得医生“拍板”

一位医生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
案例——患儿两次住院，前后历时近
一年，专家确诊其患有十分罕见的一
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而人工智能几分
钟就给出了同样的诊断。

不过，即便 AI 能大大提升看片、
审方、诊断等医疗工作的效率，最后

“拍板”的仍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今年 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
门联合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参考指引》，涵盖了医疗服务
管理、基层公卫服务、健康产业发展和
医学教学科研 4 大类 84 种具体场景，
力求全方位发挥AI的优势。

其中，从辅助诊断、辅助决策，到
辅助治疗、辅助规划手术，“辅助”是AI
医疗的一个关键词。

上述由医生团队发起、参与研发
的人工智能医学大模型，在上海一家
医院已经投入应用，给医生提供辅
助。医院负责人介绍，这个大模型的
特色是来源于医生、服务医生，将成为
与医生共同在医学领域深度探索的有
力工具。

“AI医院”会来吗？监管将更完善

尽管人工智能看病水平越来越
高，但 AI 医疗还面临不少挑战，真正
意义的“AI医院”更需迈过多重门槛。
医疗安全风险如何防范？医疗数据如
何确保安全？需要制定一系列监管标
准以避免技术滥用。

此前，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人工智
能医用软件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
明确提出人工智能医用软件产品管理

属性和管理类别的判定依据。专家表
示，这有助于保障AI医疗产品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游茂表示，目前我国AI医
疗器械的大多数研究产出都集中在
医学影像类，技术发展有同质化倾
向，“决策规则”领域研究几乎空白。
此外，高质量数据仍然较为缺乏，真
实世界数据应用实现机制还需进一
步建立。

游茂认为，医学AI需要构建一个
全生命周期动态评估体系，覆盖质控
等标准体系、临床准入体系、临床应用
评估体系和真实世界数据。这些将为
AI医疗器械的科学监管提供框架和决
策依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所长刘辉表示，在推动技术创新与升
级的过程中，需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
的法规政策与技术体系，加强对算法
准确性、公平性、透明度、可解释性、隐
私保护等关键维度的评估与监管力
度，确保 AI 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为医患双方提供更优质的应用体验和
医疗服务。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AI医院”来了吗？ 医疗创新“快”中要有“稳”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 恒 袁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