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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2023年下半年医保改革热点扫描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日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第一批
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召开。

会议指出，第一批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在中央第二十二指导组有力
指导下，国家移民管理局党组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
牢把握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鲜明主
线，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突出重
点、扎实推进，抓好理论学习，筑
牢信仰之基；破解难点堵点，服
务国之大者；解决急难愁盼，站
稳人民立场；铸牢对党忠诚，锻
造移民管理铁军，第一批主题教
育取得明显成效，并探索形成了
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全国移民
管理机构掌握思想武器、践行

“两个维护”更加有力，直击问题
短板、力促成果转化更加有效，
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开放发展更
加有为，解决急难愁盼、增进民
生福祉更加高效，队伍精神风
貌、昂扬发展势头更加强劲。

会议要求，认真贯彻党中央

部署，精心组织开展好第二批主
题教育。要准确把握目标要求，
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更加
注重理论武装，把“学思想”作为
首要任务贯穿始终，在深化、内
化、转化上聚力用劲，确保在以
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
学促干上取得实效。要更加注
重分类指导，精准科学作出安
排，改进组织指导方式，找准边
检站、边境管理支队等不同单位
开展教育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切
实增强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
性。要认真解决实际问题，坚持
人民至上，处理好干部受教育与
群众得实惠的关系，围绕补短板、
防风险、通堵点，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推动
高质量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要切实抓好统筹衔接，两批
主题教育要前后贯通、上下联动，
共同直面问题、破解问题。要坚
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主题
教育基调，以严实作风确保主题
教育的政治性、严肃性。
（国家移民管理局 张品一）

新华社电 万众期待中，杭州第
19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23日在杭
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开幕。英姿
勃发的亚运健儿将在西子湖畔、钱塘
江边、大运河旁展现亚细亚的风采，
分享奥林匹克的荣光。

杭州亚运会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
高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继
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
运会之后，亚运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杭州亚运会为期16天，赛会规
模和参赛人数都创下亚运历史之最，
设置40个大项、61个分项、481个小
项，参赛运动员超过12000名。举办
城市除了杭州，还有宁波、温州、湖
州、绍兴、金华等五个协办城市。杭
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共有56个竞赛
场馆、31个训练场馆。

杭州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
人数达1329人，其中运动员886人

（女运动员 437 人，男运动员 449
人），运动员平均年龄25岁，将参加
除卡巴迪、板球以外的38个大项、
407个小项的比赛。自1982年第九
届亚运会开始，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
连续十届获金牌总数第一。

杭州亚运会历时八年筹备，秉持
“绿色、智能、文明、节俭”办赛理念，
将向世界奉献一届“中国特色、亚洲
风采、精彩纷呈”的盛会。亚奥理事
会代理总干事维诺德·帝瓦里说，杭
州亚运会将成为最智能、最绿色的亚
运会。

23日的开幕式以“潮起亚细亚”
为总主题，分“国风雅韵”“钱塘潮涌”

“携手同行”三大篇章。开幕式上，主
火炬点燃将实现“数实融合”，打造亚
运史上首个数字点火仪式。男子游
泳运动员覃海洋和女子篮球运动员
杨力维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
团旗手。 （张泽伟 王恒志）

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
23日开幕

2023年7月1日，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
医保目录谈判药配备情况如何？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有哪些看

点……国家医保局22日召开2023年下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对当前医
保改革热点进行回应。

全国移民管理机构：

直击问题短板
力促成果转化更加有效覆盖罕见病用药、肿瘤用药、抗感

染用药等治疗领域，2022年版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中协议期内医保谈判药达
到346种。

“截至2023年8月底，协议期内谈
判药品在全国23.4万家定点医药机构
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
长黄心宇介绍，其中新增的91个谈判
药已在5.5 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2023年3月至8月，通过降价和医保报
销，协议期内谈判药累计为患者减负
约1097亿元。

“共有388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
查，包括224个目录外药品、164个目录
内药品。”黄心宇在发布会上介绍，预计
此次目录调整结果将于12月初公布，
从明年1月1日起执行最新版目录。

日前，最新一批的国家组织药品
集采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

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王国栋介绍，新
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拟纳入40余个
品种，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
染、胃肠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个
领域，目前正开展报量工作。

此外，新一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
耗材集采同步推进，拟纳入人工晶体
和运动医学两大类医用耗材。

“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选
结果已于7月份在全国落地实施。”王
国栋说。第三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
材集采中选结果也已经于5月在全国
落地，覆盖5种骨科脊柱类耗材，患者
目前已经能够用上集采降价后的中选
产品。

据介绍，今年4月底至5月初，各
地已全部落地口腔种植专项治理措
施，种植牙整体费用从平均1.5万元降
到六七千元。

谈判药为患者减负超千亿元
新一批药品耗材降价“在路上”

作为打通医保领域全流程便民服
务的一把“金钥匙”，由全国统一医保
信息平台签发的身份标识“医保码”正
为不少群众解决排队缴费难问题。

“通过医保码，参保群众不需要携
带实体卡证，就可以完成挂号就诊、医
保结算、检查取药等服务。”谢章澍介
绍，目前，医保码60岁以上激活用户已
超1.3亿人，更多智能化适老服务正为
老年人提供便利。

针对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异地就
医备案等痛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
发布了十六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为
参保群众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医保服
务。以简化办理材料为例，材料办理
时限由原来45个工作日压缩为15个
工作日，参保人可通过线上申请办理，

不用再“两地跑”。
“截至8月底，已有56.68万人次享

受线上转移接续服务。”付超奇在发布
会上说，现在已征集到26个省份的便
民举措144条，正在梳理并制定第二批
医保服务便民措施实施方案。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副司长顾
荣介绍，2023年上半年，全国医保部门
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9万家，追回医
保相关资金63.4亿元。

为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
“救命钱”，2023年国家医保基金飞行
检查在8月已正式开启，今年首次将定
点零售药店纳入检查对象。目前，贵
州、陕西、四川等15个省份已经开展检
查工作，接下来飞行检查组还将入驻
更多省份。（新华社 彭韵佳 沐铁城）

解决群众看病排队缴费难
守护好群众“看病钱”“救命钱”

目前，5个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
城市在医疗服务价格总量调控、价格
形成、动态调整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
索，首轮调价方案已全部落地实施。

王国栋介绍，将健全医疗服务价
格动态调整机制，重点向体现技术劳
务价值的手术、中医医疗服务项目等
倾斜，同时推动检查、检验等物耗为主
的医疗服务价格下降。

为让群众更便捷地享受普通门诊
统筹报销待遇，国家医保局推动报销
定点零售药店门诊购药费用，提高居
民医保门诊保障水平。国家医保局办
公室副主任付超奇介绍，截至今年8
月，32.09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了普
通门诊统筹结算服务，25个省份14.14
万家定点零售药店开通了门诊统筹报
销服务。

在推动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全民方
面，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继续落实持
居住证参保相关政策，使更多人员在
就业地、常住地参保；同时不断完善筹
资待遇机制。据介绍，城乡居民医保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2023年已经上升
到640元，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医保补助
今年已经达到3840亿元。

“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居民医保年
度新增筹资的一定比例用于加强门诊
保障，让更多参保群众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
规司副司长谢章澍说。

目前，长护险制度试点已经扩大
至49个城市。付超奇在发布会上介
绍，截至2023年6月底，长护险参保人
数约 1.7 亿，累计超 200万人享受待
遇，年人均减负约1.4万元。

普通门诊统筹报销更便捷
切实减轻群众护理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