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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
长拉里贾尼。

习近平说，中伊友好源远流长。双方互
信和友谊久经考验。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
何变化，中方同伊朗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决心不会改变。在新形势下，中伊要进一
步深化战略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要密切
沟通协调，相向而行稳妥开展务实合作，加
强安全反恐、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要加强
在国际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立法机构交往是中伊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国人
大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要加强交流合作，相互
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密切在国际和区域

组织框架内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发挥立法机
构在推动双边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促进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心系地区和平，
主张国际和地区各方加强合作，推动中东早
日走上稳定和发展道路。我们支持伊朗为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方
就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拉里贾尼转达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和总统鲁哈尼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他
说，伊朗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
对华关系。伊中加强友好合作不仅符合两国
的根本利益，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
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新形势下，伊方愿
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大
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相互支持。

王晨、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9国新任驻华大使
递交国书。

二月的北京，冰雪消融，春回地暖。人
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号
手吹响迎宾号角，使节们陆续抵达，拾级而
上，进入北京厅，依次向习近平递交国书。
习近平同他们亲切握手并一一合影留念。这
9位新任驻华大使是：萨尔瓦多驻华大使杜
兰、印度驻华大使唐勇胜、土库曼斯坦驻华
大使杜尔德耶夫、克罗地亚驻华大使米海
林、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巴克特古洛娃、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格林纳达驻华
大使戴艾美、肯尼亚驻华大使塞雷姆、毛里
塔尼亚驻华大使维拉利。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请他们
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
良好祝愿。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的良

好关系，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各国关
系，愿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
造福各国人民。中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
提供便利和支持，希望大家为促进双边关系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习近平
的亲切问候，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使
节们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对
华关系。他们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愿积极
致力于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互利合
作。

同日，习近平还会见了上海合作组织新
任秘书长诺罗夫，希望他为推动上海合作组
织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一羽示风向，一草示水流。从改革开放前
沿的深圳到首都北京的中关村，从强化军民
融合发展顶层设计到“军转民”“民参军”热潮
涌动，从第二艘航母顺利出坞下水到嫦娥五
号奔月征程稳步推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
格局已初具雏形，神州大地鸣奏着激越的时
代交响。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发
展的重点，也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习主席对此高度重视。

“习主席指出，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深入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授课的国防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姜鲁鸣告诉记者，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进行总
体设计，组织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战略规划引
领不断强化，重点改革扎实推进，法治建设步
伐加快，为军民融合发展搭好了“四梁八柱”。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2017年1月22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
融合发展委员会。作为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
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习主席
亲自担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统
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军地同心，重塑发展格局。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军委机关有关部
门相继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军民融合发展指
导、协调和推进工作；北京、河南、江西等多个

省市先后建立军
民融合专项领导
小组或联席会议
机制；多地加紧
推进军民融合相
关机构改革或专
门办事机构成立论证工作……领
导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凝聚力空
前强大。

新蓝图指引新路径，新理念
催生新实践。广袤的华夏大地上，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春潮澎湃，富

国强军广阔前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习近平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

深化战略互信 稳妥开展务实合作
接受九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并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

杜重远(左图)原名杜乾学，出
生于1898年。1911年考入沈阳省立
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时正值袁
世凯称帝复辟，参加学生爱国运
动，取任重道远之意，改名重远。

1917年杜重远赴日本留学，入东
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为反
对“二十一条”，1922年他组织东京留
学生进行反帝示威游行，作为学生代
表回国向北洋政府抗议请愿。

1923年杜重远回国后在奉天（今
沈阳）创建东北第一座制陶厂——— 肇新窑业公司。1927年任奉
天总商会副会长。之后，会同其他东北爱国人士发动了10万民
众抗议日本在东北临江非法增设领事馆的示威游行，同时开展
抵制日货运动，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前往北平（今北京），从事抗日救亡
工作，成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骨干。不久到上海，结
识周恩来，提倡“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他经
常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抗日救国的文章。1933年初，率领救国
会战地宣传队赴热河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军队，宣传抗日。

1934年2月，杜重远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积极宣传抗
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绥靖政策，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
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935年7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
狱。1936年，借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之机，先后与爱国将领
张学良、杨虎城会面，商讨抗日救国事宜。1936年秋刑满出狱
后，赴西安推动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共抗日。

1937年9月，杜重远在太原与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
等人会面，并在《抗战》上撰文介绍中共领导人及其抗日救
国的主张。受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邀请，1937年10月、
1938年6月和10月三次赴新疆考察。

1939年，杜重远应盛世才之邀，出任新疆学院院长。在新
疆工作期间，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
热情，带领学生到北疆各地进行社会调查和抗日宣传，并经常
撰写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的文章在《反帝战线》上发表。

1940年5月，杜重远因不断发表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遭
到军阀盛世才的嫉恨，被逮捕入狱。盛世才捏造“汉奸”等罪
名，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严刑逼供，但杜重远始终坚贞不屈，直
至被秘密处死。 （据新华社长春2月20日电）

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

抗日救国我辈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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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2019年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
开幕式20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开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建“一带
一路”，深化人文交流，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地区稳定。中
国－东盟关系已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举办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是深化双方战
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媒体作为开展交流合作、促进民心
相通的桥梁，可以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希
望双方媒体做友好交往的传播者、务实合作的推动者、和谐
共处的守望者，讲好共促和平、共谋发展的故事，为共建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中国－东盟

媒体交流年开幕式

致贺信

继部分抗癌药降价、进医保后，“保障2000万罕见病患
者用药”提上议程，备受关注。近期，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
署加强癌症早诊早治和用药保障的措施，决定对罕见病药
品给予增值税优惠。

从多发病、常见病，到罕见病、疑难病，国家打出“组合
拳”，满足重大疾病患者“一粒药”的期待。

罕见病防治打出“组合拳”

罕见病由于临床上病例少、经验少,导致高误诊、高漏
诊、用药难等问题，往往被称为“医学的孤儿”。

来自安徽合肥的两岁多男童飞飞罹患“无痛无汗症”，
常把手指咬得血肉模糊，用手拔掉自己四颗牙齿，却都没有
疼痛感。这种罕见病在全球只有约100例。

飞飞罹患的“无痛无汗症”是目前确认的7000多种罕见
病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罕见病是指患病人数占
总人口0 . 65‰—1‰的疾病，包括渐冻症、“玻璃人”(血友
病)、“木偶人”(多发性硬化症)、不自觉跳舞(亨廷顿舞蹈症)、
松软儿(脊髓性肌萎缩症)、PNH（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
症）等等。其实罕见病并不罕见，全部罕见病种共有7000多
种，我国所有罕见病患者加在一起人数已达2000多万……

今年30岁的潘龙飞是一名卡尔曼氏综合征患者。这是
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患者由于性腺功能减退，导致第二
性征发育不良或缺失，此外还伴有嗅觉的减退丧失。

“我是23岁才确诊的。”潘龙飞说，从小他就比其他人瘦
小，体弱多病，从6岁起父母就带着他四处求医问药，直到23岁
时才得以确诊。每隔两三天，他就要注射一次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HCG)来维持体内激素平衡。潘龙飞说，业内有一种说
法，“罕见病很罕见，但是能看罕见病的医生其实更罕见。”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张抒扬认为，“从关心重视多发
病、常见病，逐渐走向关注关爱少见病、疑难病，特别是预后
差的罕见病，对罕见病患者的关怀是社会发展和文明的体
现，也代表着医疗的公平公正。罕见病诊疗的规范和孤儿药
的开发，也将带动医学整体水平的发展。”

过去的一年，是国家逐渐规范罕见病诊疗的一年。
2018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等5部门联合制定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等陆续出台……
癌症及罕见病患者迎来了希望。

近期，从癌症到罕见病，国家再次对重大疾病防治出台
“组合拳”。

——— 保障罕见病患者用药。继2016年12月国务院把扶
持“孤儿药”纳入“十三五”深化医改的重点任务后，今年2月
11日，国务院常务会决定对罕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惠。从
3月1日起,对首批21个罕见病药品和4个原料药,参照抗癌药
对进口环节减按3%征收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3%简易
办法计征增值税。

2月15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关于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的通知》，遴选出了罕见
病诊疗能力较强、诊疗病例较多的324家医院作为协作网医
院，组建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王平介绍，对
临床急需的境外新药建立了专门的审评机制，遴选了第一
批临床急需的48个品种，包括罕见病的治疗药品和治疗严
重危及生命的部分药品，对于罕见病治疗药品的审批时间
是3个月内审结，对于其他的急需的治疗药品是6个月内审
结。2018年批准的抗癌新药18个，比2017年增长157%。

缩短政策红利到基层的“反射弧”

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买不到药、救治费用高昂，成了
罕见病患者的“生死考验”。

有些药患者人数太少，药企不愿生产，患者无药可用。
张抒扬说，首批罕见病目录收录的121种疾病中，39种

疾病有药可用，一共有54种药。其中，在国内上市的药品29
个，能治疗21种疾病。还有大部分罕见病无药可用。

有些罕见病药品价格昂贵，让患者望而生畏。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秦炯说，在美国，罕见病患者每年的平均
治疗费用为13 . 7万美元，其中很大比例是药费。

在武汉儿童医院，1岁多的小宇哲安静地躺在妈妈怀
里，巴掌大的小脸被口罩遮住了一大半，小手上扎着留置
针。小宇哲已经在医院里住了近5个月。

“郎格罕氏组织细胞增生症——— 我和他爸爸听到医生
的诊断后都懵了，两个人坐在外面抱着手机查，查出来以后
又抱着孩子哭。”宇哲妈妈掰着指头算，从入院到现在，已经
花了11万多元，“听说后续治疗还要花10万多元。”

“克拉屈滨，一针7000多元，一个疗程要用5支，后续要
三四个疗程。这还不包括其他治疗药物的费用。”医院肿瘤
科副主任李晖说，宇哲的这个病不能算白血病，跟实体瘤也
靠不上边，大病救助的政策他都享受不到。这次国家公布了
罕见病目录，最近又大幅调低了这些罕见病药品的税负，价
格也应该会随之调低，这就给像宇哲妈妈这样的罕见病患

者家属带来一丝希望。
由于罕见病的用药量较少，企业研发药品的投入较大

等原因，国内生产的罕见病药往往缺乏，或者价格比较昂
贵。但这种情况陆续得到改善。

广东省医学会罕见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广州市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遗传与内分泌科主任刘丽教授举例，以前想获
得治疗罕见病的药物，通过正规渠道根本买不到。患者想尽
办法买到药后，医院也不敢给病人用。“随着一系列的政策
出台，纳入罕见病目录的一些治疗药物，通过绿色通道，已
快速进入中国市场。”

记者在广东、安徽、湖北等地采访了解到，国家谈判的17
种抗癌药政策落地，患者能够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安徽省医保
局介绍，在确保国家谈判17种抗癌药政策落地的同时，安徽在
2018年年底又针对另外13种抗癌药实施带量采购，这13种药品
价格平均降幅达39 . 52%。例如，降幅最大的药品为治疗非小细
胞肺癌的吉非替尼片，从一盒1000多元降到400多元。

群众热盼的还有哪些“药方”？

在基层，重大疾病患者用药还有哪些热切的盼望？
——— 加强新药研发，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保障“孤儿药”供给是罕见病患者“保命”的基础。
来自北京、广州的罕见病专家认为，对罕见病来说，很

多罕见病患者容易早期致残、年轻死亡已经是不争事实，医
院先把药买来是当务之急。

李晖等专家认为，对罕见病的治疗主要还是依靠药物，
药品花费在罕见病患者的主要医疗支出中所占比例往往达
80%甚至更高。进口环节税收优惠，给罕见病药物市场带来
了积极影响。要想让罕见病患者用得起高端药，根本解决之
道还是要加强自主药物生产研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颜士杰认为，“孤
儿药”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定向生产，减免税费，同时建立国
家储备体制和报警机制，及时调剂供需。

——— 加快完善癌症等重大疾病诊疗体系，推进罕见病、
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努力降低死亡率。

早筛查、早治疗是第一道防线——— 据临床统计，八成以
上的罕见病都是遗传导致的。北京儿研所主任医师李龙认
为，建立产前筛查、儿童体检等机制，是防治罕见病最低廉
高效的手段。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完善对罕见病的规范诊
疗，尤其加强预防性治疗，可提前预防，减少罕见病致残致
死。

刘丽认为，组建国家罕见病协作网，就是为了让罕见病
诊治相对集中和双向转诊，减少误诊、误治，给予已发病的
罕见病患者更合适的诊治方案。

——— 优化医疗保障体系。临床专家认为，一些靶向药、
免疫疗法等成本高昂，需要尽快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和多
元付费体系。

中国医疗保险杂志社社长郝春彭认为，要建立多层次
的医疗保障制度，通过医疗救助和公益慈善进行社会兜底，
通过商业保险进行多样高端层次的补充，保证人们对医疗
的不同层次需求。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让“罕见病”不再是“孤儿”

重大疾病患者“一粒药”期待何解？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医生在药房给患者取药
(2018年11月1日摄)。 □新华社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9日签署《第
四号太空政策指令》，责成国防部起草组建
“太空军”法案，把这一新军种暂时归入空
军辖下。

分析师认为，建立太空军性价比过低，
同时可能引发太空军备竞赛，无助于保障美
国安全。

命令国防部起草

成立太空军法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签署一项指令，要
求美国国防部起草成立太空军法案，“为组
建太空军奠定框架”。

白宫当天发布消息说，特朗普签署“太
空政策指令-4”，称这是“确保美国主导太
空大胆和具有战略性的一步”。

指令显示，太空军将首先在美国空军部
下组建。组建太空军有三个目标：在竞争日
益增强的领域强化美国参与竞争、遏制和取
胜的能力；组织、训练并装备具备下一代作
战能力的太空战斗人员；在精简机构的基础
上使作战能力最大化。

国防部起草的法案还需得到美国国会通
过。

暂属空军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签署指
令。他说，太空是“未来”和“下一步”，
“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

这份指令说明，五角大楼将组建第六军
种，即太空军，起初将隶属空军管辖，最终
目标是成为美国武装力量一个独立分支。

美国现有五大军种，分别是陆军、空
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其
中，空军是最年轻军种，1947年组建。

根据白宫正在审核的一份立法草案，太
空军司令隶属空军，同时是美军参谋长联席
会议成员。这一顾问机构由五角大楼高级将
领组成，围绕军事议题向总统、国防部长、
国土安全委员会等提供建议。

另外，特朗普将从五角大楼下辖的空军
部提名一名文职副部长分管太空军，这一人
选需要经过参议院表决确认。

太空攻防

太空战场今后在战争中地位重要，太空
军将建设和运用美国一系列天基军事能力。

特朗普19日签署的政策指令说明，太空军
具备“作战和作战支援功能”，以使美国有能力
在太空投入“迅速、持续”的攻防行动。另外，按
照空军方面的说法，太空军将确保美国“不受限
制”地进入太空并在太空“自由”执行任务，同时
为联军或盟军提供“至关重要的能力”。

这份指令要求五角大楼起草太空军法案，
交由国会表决。五角大楼发言人查理·萨默斯
说，五角大楼将在今后数周向白宫提交草案。

联邦政府先前打算2020年完成组建“太
空军”。只是，国会去年11月中期选举，民主党
在新一届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特朗普所属
共和党保住参议院控制权。路透社预期，太空
军法案能否获得国会通过，将是一场鏖战。

备受质疑

特朗普2018年6月指示五角大楼创建太空
军，而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先前公开质
疑新建这一军种的必要性。美联社解读，马蒂斯
与特朗普分歧颇多，前者对组建太空军缺乏热
情，成为他去年年底辞职的原因之一。

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武器化是国际
社会共识。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高级科学家
劳拉·格雷戈认为，如果要保护卫星等航天

器，有多种途径，不能片面或单独借助军事手
段谋求太空安全。在她看来，美国“需要与其
他航天国家协调、合作”，意味诉诸外交途径。

另外，一些分析师认为组建太空军性价
比过低。路透社以五角大楼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太空军初创阶段需
要耗资7200万美元。去年，时任国防部副部
长、现任代理防长帕特里克·沙纳汉说，组
建太空军的初步预算不足50亿美元。而空军
方面的估算高得多，达130亿美元。

（综合新华社专特稿）

俄空天军将装备

新型太空监测系统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20日电
俄罗斯空天军下属的航天兵副司令伊戈尔·
莫罗佐夫20日说，俄军将装备新型太空监测
系统。俄空天军是2011年年底在整合俄空军
和航天兵的基础上组建的，职责包括防空和
反导预警系统管理、宇宙空间监测、航天器
发射及控制等，以确保俄免受来自天空和太
空的打击。

特朗普签署指令组建“太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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