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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9月11日，记者
从重庆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川渝联盟超声刀头医用耗材带量
联动采购结果在渝落地执行。此次带量采购中选产品均价为
1232元，价格平均降幅74%，按照约定采购量计算，预计每年可
减轻我市群众费用负担1.5亿元。据悉，此次带量联动采购是我
市首次牵头开展的川渝联盟医用耗材集采。

其中，超声刀属于微创外科手术器械中市场占比较大的产
品。“超声刀头是与超声手术设备主机配合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
材，对人体软组织起到切割止血、分离、凝闭作用。”重庆市人民
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袁伟说。

“为降低超声刀头医用耗材采购价格，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今年4月，重庆市医疗保障局与四川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开展了
超声刀头医用耗材带量联动采购工作。”重庆市医药价格和医保
基金监测中心主任崔学超介绍，此次带量联动采购共有61家企
业中选，中选产品1282个，产品价格平均降幅74%。以某企业
为例，超声刀头价格从每把5800元降至750元。

据介绍，此次带量联动采购呈现3个特点：一是企业的参与度
高，共有64家企业参与申报，最终产生中选企业61家，中选产品
1282个，医疗机构临床所需的主流产品均有中选；二是机构配合
度高，全市共有135家医疗机构参与此次集采，合计报量43924
把，其中，重医附一院、西南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均有参与；三是
产品降价效果明显，超声刀头近一年在重庆的交易均价为4750
元，此次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均价为1232元，平均降幅较大。

“我们医院已经开始执行此次带量联动采购结果，预估一年
将结余医疗总费用超过600万元。”重庆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缙
说。

记者了解到，重医附一院也已执行带量联动采购结果，使用
集采产品后，手术患者费用将较集采前大幅降低。据估算，未来
两年的集采周期内，该院将为患者节省超过1300万元的超声刀
头医疗费用。

据了解，自2020年以来，我市已联合贵州省、云南省等多个
省份开展了吻合器、腹股沟疝补片、静脉留置针等多种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未来我市还将扩大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
让更多患者受益。

川渝联盟首次医用耗材集采

超声刀头价格降幅超7成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生态项目也可拿
到融资了！9月14日，记者从开州区有关部门了解到，重庆市开
州区盛山植物园获全市首笔GEP质押贷，首期贷款金额为100
万元。这为我市践行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作出有益尝试。

GEP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总和。它主
要包括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文化服务的价值。

“GEP质押贷则是我们在对以生态产品的供给服务、调节
服务和人居文化服务等生态价值作为质押物的一款绿色金融产
品。”负责办理此次GEP质押贷的重庆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这
种特殊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现了林木产品、涵养水源、水质净
化、固碳释氧、净化大气、生态文化等生态产品的金融价值。

“以前生态项目融资难，主要卡在生态资产难评估、评估结
果难应用上。”开州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市积极推
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制定《重庆市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试行）》，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
可能。在此基础上，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重庆市开州区盛
山植物园2023年的GEP进行测算，估价1809万元。

盛山植物园GEP的估价结果吸引了重庆银行开州支行的
关注，该行多次组织团队实地调研，摸清了盛山植物园“生态家
底”与运营情况，将该植物园的GEP作为质押物，发放首期贷款
100万元。植物园有关负责人介绍，这笔贷款资金将用于丰富
植被种类，进一步提升植物园生态效益。

“这种绿色金融产品帮助我们盘活了生态宝藏，为生态价值
变‘绿’为‘金’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开州区有关负责人表示，绿
色金融产品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实现绿色转型，同时
更加坚定了他们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心和决心。

据了解，重庆市开州区盛山植物园是AAA级景区，占地
600余亩，内有紫薇苑、玫瑰苑等18个专类苑，栽培近万种花卉
苗木品种，并设有农耕文化馆等人文景观和服务设施。近几年，
由于良好的生态融入了独特的地方文化，这个绿意葱茏的植物
园已成为当地热门“打卡地”。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有效路径

我市首笔生态项目质押贷款发放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9月13
日，由金凤实验室设立的金凤病理精准诊断中心正式揭牌投
用。据悉，该中心聚焦“疑难”和“创新”两大定位，开展MDT远
程会诊、创新诊断技术服务、诊断质量控制服务三大业务，致力
于打造国际顶级的诊断平台。

据介绍，病理精准诊断中心的设立，旨在提升基层医疗机构
疾病病理诊断水平和解决疑难病例病理诊断难题，是金凤实验
室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人民生命健康水平的重大举
措。中心建筑面积达2200平方米，拥有国内一流的诊断设备
150多台（套），分为常规病理、分子病理、远程诊断三大功能区
域，具备100余项检测服务能力，基本满足病理、检验诊断需求。

目前，病理精准诊断中心已与国内外50多名知名病理、检
验、影像和临床专家建立合作关系，他们来自南方医科大学、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美国杜克大学、梅奥诊所
等国内外知名医疗机构，为中心开展服务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方面，中心已具备脑胶质瘤AI辅助诊
断、淋巴结转移术中冰冻AI辅助诊断、胃肠道活检病理AI辅助
诊断等多项诊断创新技术和能力，在国内率先将多模态整合诊
断应用到支撑临床医疗服务，进一步提升诊断水平。“比如，开展
脑胶质瘤AI辅助诊断，我们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实现综合分
析影像磁共振、组织学形态、分子检测信息AI整合诊断，已经完
成599例临床研究，准确率达85%—90%。”病理精准诊断中心
首席专家阎晓初说。

与此同时，这还大大提高了诊断效率。他告诉记者，过去开
展脑胶质瘤诊断，主要依靠医生进行组织学形态观察，往往要耗
费一两天时间，遇到有些疑难病例，甚至要花更长时间查阅相关
资料等，才能作出诊断。如今，有了AI“算病”强势加持，只需几
分钟就能给出诊断结果。未来，随着病例数据不断积累，AI模
型得到不断训练，将变得更智能，甚至几十秒钟，就能给出精准
影像-病理诊断结果。

目前，中心还部署了“多模态+多学科”的远程病理诊断平
台，实现全球互联、同屏会诊。通过与国内外15家医疗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为渝东南、渝东北等7家医疗机构提供疑难病例远
程精准诊断服务，大幅提升了基本医疗服务机构诊断能力。

病理诊断实现AI精准“算病”

金凤病理精准诊断中心投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7月30日，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连环画、年
画、宣传画、插图、漫画作品展在成都市美术馆启幕。

展览展出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插图、漫画作品309
件/组，其中进京作品56件/组。这些作品题材广泛，风格
多样，充分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在这些画种上的发展面貌
与艺术水准，也展现了四川艺术的深厚底蕴。

长江，在雪域高原上融冰成水，汇水为溪、成河，一路
奔流而下，不仅让“天府之国”四川有“千河之省”的美誉，
更孕育滋养了生生不息的羌藏彝文化和巴蜀文化。

就艺术而言，四川的绘画作品可追溯至阿坝州出土
的新石器时期（约5500年前）陶罐上的《飞鸟图》。其艺脉
之悠长、山川之浑厚、草木之华滋，让书画大家黄宾虹不
禁感慨：“入蜀方知画意浓。”

艺脉悠长
五代、两宋妙笔冠天下

美术史论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唐林的书斋清新雅
致、翰墨盈香。他耗时7年写成的鸿篇巨制——被誉为

“四川美术大百科全书”的《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
共320万字），在书架上格外醒目。

“这是一幅中国人一生不可不知道的花鸟画！”谈及
四川美术的辉煌，唐林喜欢从五代时期成都人黄筌的《写
生珍禽图》讲起。

该画为绢本设色，纵41.5厘米、横70.8厘米，原件现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画中，黄筌用细密的线条和浓丽的色彩，描绘了昆
虫、鸟雀及龟类共24只，均以细劲的线条画出轮廓，后赋
以色彩。

这些动物造型准确、严谨，特征鲜明。鸟雀或静立，
或展翅，或滑翔，动作各异，生动活泼；昆虫有大有小，小
的虽似豆粒，但刻画得十分精细，须爪毕现，双翅呈透明
状，鲜活如生；两只乌龟以侧上方俯视的角度进行描绘，
前后的透视关系准确精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
和精湛的笔墨技巧，令人赞叹不已。

“传为黄筌的作品较多，但《写生珍禽图》是公认的
他的传世作品。此图也是黄筌画派的开派之作和‘黄家
富贵’风格的代表作，被视为五代到两宋的‘院体’花鸟
画典范之作，是中国美术史100幅名画之一。”唐林介
绍，此画是书画领域名副其实的国宝，并被收录于《人一
生要知道的100幅中国名画》《国宝大观》《你应该读懂
的100幅中国名画》《中国美术名作鉴赏辞典》等书籍
中。

在唐林看来，早在先秦时期（史前时代至公元前221
年），古蜀的绘画艺术就已较为发达。从出土的文物来
看，在新石器时代、商、周到战国的陶器、铜器、石器、玉
器、金器之上，蜀地皆有精美的绘画作品呈现。如，广汉
三星堆金杖上的《鱼鸟人面图》、成都金沙遗址玉石上的
《肩扛象牙人物图》、阿坝州茂县营盘山陶罐上的《飞鸟
图》、广汉三星堆玉璋上的《祭山图》，都集中体现了古蜀
的原始与神秘。

而四川美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出现在五代、两宋
（北宋和南宋）时期。这个时期涌现的代表作除了黄筌的
《写生珍禽图》外，还有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文同的
《墨竹图》、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法常的《观音·松猿·竹
鹤》等。

南宋邓椿所著的《画继》，一共收录了两宋时期219
位画家，其中四川知名画家就有近40人。在中国绘画
史中出现的诸多画派中，最具代表性的有15个画派，其
中黄筌画派和湖州竹派均由四川人在五代两宋时期创
立。

泼墨成画
艺术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绿树掩映，墨香浓郁……位于四川内江的张大千博
物馆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5个展厅的平面似毕加索为
张大千所画的“西班牙牧童”，剖面又像代表中国文化符
号的“葫芦形”。整体形态则以张大千山石、仕女画为原
型，外壳“脊梁”似张大千飘逸的胡须，又似一条条“飞天”
的彩带。

馆内主要展示了张大千的绘画、篆刻书法、诗词等作
品，三三两两的游客聚精会神地品鉴着这些书画。

“张大千是四川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四
川近现代美术繁荣发展的标尺。”唐林称。

张大千一生著作颇丰，唐林尤爱其《长江万里图》。
在这幅近20米的长卷中，张大千选取了从岷江索桥到长
江出海的场景，分段绘出岷江、嘉陵江、宜昌、武汉、鄱阳
湖、黄山、南京、镇江、吴淞口等地的江山胜景，既可独立
成图，又可贯连一体。

构图上，该画开头采用纵深来回的手法，咫尺千里，
山势与河流蜿蜒交错；后又采用横势铺陈的手法，让高山
与平地绵延交替。其中，过南京后，江面更加宽阔，山势
渐渺；过上海后，则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

设色上，画面时而明净，以线条为主；时而蓊郁，以湿
墨叠彩晕染。其中，中间部分以泼墨为主，泼墨之中加入
大量泼彩，似无形而有形，平添几许雄奇意境，使画面产
生万千层次的浩荡气势。整幅画作气势磅礴，结构宏伟，
技巧纯熟，令人叹为观止！

唐林表示，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张大千、石
鲁、黄宾虹、关山月等人先后在四川采风，登峨眉、览青
城。张大千还于1939年首次在成都举办了个人画展，此
后在成都居住多年，写生创作、举办画展。

1932年秋，黄宾虹也应邀入蜀讲学，在蜀中居住一
年。“入蜀方知画意浓”，面对这方土地浪漫而又诗意的色
彩，黄宾虹发出了如斯感叹。

生于广东的关山月入蜀后，便以成都为起点，远游西
南、西北，汲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背景的文化资源，
极大地改变和丰富了自身的艺术面貌，创作出了不少精
品佳作。

这些入蜀画家，不仅充实了四川的创作力量，也为四
川画坛带来了新的思想与理念，促进了四川画坛从思想体
系到人才结构的重塑，让四川艺术史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花萼相辉
川渝美术同源同行、难以分割

棣华增映，花萼相辉。

去年9月，同源·同行川渝美术名家作品巡展（重庆
展）暨双城记·筑梦偕行首届川渝美术作品展在重庆当代
美术馆举行，展出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等多个画种的精
品力作，庞茂琨、翁凯旋、侯宝川、梁时民、李兵、龚仁军等
川渝名家的大量名作亮相。

这些作品勾勒了川渝多彩面貌，彰显了两地人文魅
力和深厚底蕴，定格了长江流域川渝段独有的壮丽景观
与秀美传奇，全面展示了川渝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
之美。

“事实上，钩沉美术史，川渝美术同源同行，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美术史论家、重庆现当代
美术研究所所长、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凌承纬
称。

如，从抗战时期张大千的《嘉陵江图》到上世纪80年
代罗中立的《父亲》，再到庞茂琨的《苹果熟了》……这些
经典作品，很难区分是“重庆的”，还是“四川的”。

以罗中立为例，他生于重庆璧山，1977年考入位于重
庆的四川美术学院，上世纪80年代前期创作完成了油画
《父亲》《春蚕》《故乡》等一批优秀作品，然其创作灵感源
泉却来自他生活多年的四川北部大巴山。此外，高小华、
程丛林、何多苓、周春芽、庞茂琨以及他们的老师马一平
等一批优秀艺术家，均活跃于川渝两地，作品和人生经历
都有着明显的双城色彩。

在此背景下，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川渝艺术家筑梦
偕行，造就了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3次高峰，即上世纪50
年代的版画、60年代的雕塑、80年代的油画，开创了一个
时代的辉煌，塑造出川渝艺术家的群英像。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川渝美术界的交流
则更加频密、更加深入。

“同源·同行川渝美术名家作品巡展（重庆展）暨
双城记·筑梦偕行首届川渝美术作品展，就是重庆与
四川联手打造的高规格、高水准的美术交流活动，也
是两地艺术家向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交的一份艺术答
卷。”中国美协理事、重庆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魏东
表示。

除了展览外，两地艺术家还联合举行了大量的写生
采风、笔会研讨等活动。此外，重庆美术馆（重庆画院）、
四川美术馆等50家川渝美术馆还发起成立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美术馆联盟”，凝聚学术力量，推动成渝地区
艺术事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梁平、长寿、垫江、达川、邻水等区（市、县）也成立了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川渝美术家联盟”，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文艺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川渝两地艺术家正扎根巴
蜀大地，携手前行，致力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气概、民
族精神、时代气息和巴蜀气韵的艺术精品，再创高光
时刻。

入蜀方知画意浓 川渝偕行攀高峰

◀《父亲》 罗中立 油画

▲《秋鹫图》 梁时民 国画

▲《长江万里图》（局部） 张大千

▲《写生珍禽图》（局部） 黄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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