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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近10万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
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医保电子
凭证用户超10亿人、各地结合实际推出
132项医保领域便民措施……近年来，
医保小事却“不小”，一系列医保便民、
利民服务不断迭代升级。

以跨省异地就医为例，2003年，参
加“新农合”的群众只有在本县（区）医

院就诊才能方便报销，去异地就医报销
比例小，而且不能直接结算。

如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全国近10万家定点医疗机
构开展了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

数据显示，2023年跨省异地就医联
网医药机构达到55万家、惠及群众就医
1.3亿人次、减少群众垫付1536.7亿元。

“从医保保障范围扩大、医保待遇
提高、医保服务优化等方面来看，城乡
居民医保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中国
社科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说。

国家医保局表示，参加医保“患病时
有保障，无病时利他人”，应该是每个群众
面对疾病风险不确定性时的理性选择。

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提出，
要研究健全参保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用
制度保证连续缴费的群众受益，保障全
民参保。

医保小事“不小”服务迭代升级

本报讯 A股三大指数25日集体回调。
截至昨日收盘，沪指跌0.71%，收报3026.31
点；深证成指跌1.49%，收报9422.61点；创
业板指跌1.91%，收报1833.44点。沪深两市
成交额维持在一万亿元上方，达到1.04万
亿元，北向资金净买入55.71亿元。

行业板块呈现普跌态势，人工智能赛道
大跌，文化传媒、半导体、电子元件、游戏、教
育、航天航空、消费电子、软件开发板块跌幅
居前，采掘行业逆市走强，银行、贵金属、房
地产开发板块顽强翻红。

机 构 观 点
国泰君安：指数处于横盘震荡阶段，关

注主题类机会。后续行情进入震荡阶段可
能性较大，主要因目前缺乏增长预期上修
动力、累计涨幅较大以及临近一季报，市场
存在正常回吐压力。但也应看到，在年初增
长预期探底与微观结构出清后，整体预期
未出现进一步下修，相对稳定。这意味着指
数级反弹后，还应有结构行情，分化不代表
结束。

中金公司：2月初以来，A股市场在稳增
长政策发力、资本市场改革预期背景下展开
反弹，近期指数围绕关键点位震荡一段时间
后，投资者正在关注新的上行催化。短期消
息面边际变化放大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受美
元指数走高等外部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波
动也有所加大。往后看，虽仍不排除短期波
动，但A股修复行情仍有望延续。

（澎湃 晚综）

三大指数集体回调

本报讯 工信部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 2月末，我国 5G基站总数达
350.9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达8.51亿户，
占移动电话用户的48.8%。

工信部称，1至2月份，我国电信业务收
入稳步提升，电信业务总量保持两位数增长，
5G、千兆光纤网络建设有序推进，用户规模持
续扩大，移动数据流量呈快速增长态势。

1 至 2 月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923亿元，同比增长4.3%。按照上年不变价
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4.4%。

截至2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
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7.46亿户。其
中，5G移动电话用户达8.51亿户，占移动电
话用户的 48.8%；5G 基站总数达 350.9 万
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9.8%。数据显示，京
津冀、长三角地区5G建设领先全国，截至2
月末，5G 移动电话用户分别达 7152 万、
15435万户，占本地区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
比重分别为48.2%、48.6%。

我国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月末，
1000Mbps（兆比特每秒）及以上接入速率的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1.72亿户，比上
年末净增830.1万户，占总用户数的26.7%。

1至2月份，我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
达487.6亿GB，同比增长16.6%，增速同比
提升4.6个百分点。2月当月户均移动互联
网接入流量（DOU）达到14.96GB/户·月，同
比增长6.6%。 （中新）

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350.9万个

5G用户占比近五成

本报讯 中国海油25日发布消息，其在
渤海超5000米的地层钻探发现一口高产油
气井，测试日产油气当量近1400立方米，创
下我国海上深层油气探井日产最高纪录。

该井位于渤海中部海域，紧邻渤海最大
富烃凹陷——渤中凹陷，所在构造为火山岩
储层，测试日产原油855立方米、日产天然
气超50万立方米，折合油气当量约1400立
方米，勘探前景广阔。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家雄
介绍，在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实践中，通常把
埋深超过4500米的地层称为超深层。其部
署的这口探井埋藏在海底超5000米的潜
山，地层温度超过180摄氏度，压力超过70
兆帕，是国内罕见的高温、高压超深层油气
井，完成钻探并获得高产实属不易。

渤海火山岩潜山分布范围广，勘探难度
极大，多年来一直未获突破，属于传统意义
上的勘探“禁区”。

近年来，中国海油科研人员探索提出伸
展—走滑复合断裂带深部油气勘探理论，成
功预测渤海火山岩潜山优质储层发育区，探
获高产油气井。此前，在该理论指导下，还相
继发现了渤中26-6、渤中13-2等多个深层
亿吨级油田。

中国海油勘探副总师徐长贵表示，该井
的成功钻探开辟了海上超深层油气勘探新
领域，有效印证了渤海隐性潜山的勘探潜
力，对加快渤海深层—超深层勘探进程、建
设海上万亿方大气区具有积极意义。（中新）

我国海上深层油气
探井测试日产创新高

从10元到380元

增长的医保缴费为群众带来了什么？
近期，我国大

部 分 地 区 城 乡 居
民 医 保 集 中 缴 费
陆续结束。国家医
保局 25 日针对医
保 缴 费 相 关 热 点
进行回应。

从 2003 年“新
农 合 ”建 立 时 10
元/人的缴费标准，
到 目 前 380 元/人
的居民医保缴费标
准，增长的 370 元
医 保 缴 费 是 否 合
理？为人民群众带
来了什么？

□新华

针对从10元到 380元的缴费增长，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表示，医保筹资
标准上涨的背后，是医保服务水平更大幅
度的提高。

2003年“新农合”建立初期仅300余
种药品能报销，如今3088种药品进医保；
不少肿瘤、罕见病实现医保用药“零突
破”，分别达到74种、80余种……近年来，
更多患者能够买得到药、吃得起药。

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患者就是
受益群体之一，他们也被称为“淀粉人”，
虽然用于治疗的药物氯苯唑酸2020年在
国内上市，每盒价格却达到6万元，让不
少患者望而却步。

“2021年氯苯唑酸谈判成功，现在患
者用药月花费不到3000元。”北京协和医
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田庄介绍，这两年许多
新药、好药进医保的速度加快，在国内上
市后不久就可以按规定纳入医保目录，给
患者带来福音。

2024年初，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落
地，包括肿瘤用药、慢性病用药、罕见病用
药等126种新药进入医保。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内包含的药品已覆
盖公立医疗机构用药金额90%以上的品
种。仅2023年协议期内谈判药叠加降价
和医保报销，已为患者减负超2000亿元。

随着医疗保障持续“扩围”，现代医学
检查诊疗技术也更加可及，无痛手术、微
创手术等诊疗技术日益普及，并纳入医保
报销范围。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正是
由于不断完善的医保制度，全国居民就医
需求快速释放，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据统计，2003年至 2022年，我国医
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从20.96亿人次
增长至84.2亿人次；与此同时，个人卫生
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却从2003
年的55.8%下降至2022年的27.0%。

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
化程度加深、群众医疗需求提升、医疗消
费水平提高，需要加强医保基金筹集，为
群众提供稳定可持续的保障。

纳入新药
医疗保障持续“扩围”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
《2022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2022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门
诊总诊疗 84.2 亿人次，平均每人到医
疗卫生机构就诊 6 次，全国医疗卫生
机构入院 2.47 亿人次，次均住院费用
10860.6元。

居民生病、生大病的概率不可避
免，疾病仍给不少患者带来一定的经济
负担。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
2003年“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政策范
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为30%至

40%，群众自付比例较高，就医负担重。
目前，居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

用报销比例为70%左右。2022年三级、二
级、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住院费用医保报
销比例分别为63.7%、71.9%、80.1%。

近年来，不断完善门诊保障措施、
增强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功能、合
理提高居民医保生育医疗费用待遇等
举措落地，进一步减轻群众自付负担。

如高血压、糖尿病“两病”门诊用药
保障机制从无到有，持续优化，已为约
1.8亿城乡居民“两病”患者减轻用药负
担799亿元。

为了支撑医保服务能力提升，国家
在对居民个人每年参保缴费标准进行
调整的同时，财政对居民参保的补助同
步上调。

2003年至 2023年，国家财政对居
民参保的补助从不低于10元/人增长到
不低于640元/人，对于低保户等困难人
员，财政会给予全额或部分补助。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总额3497亿元，
财政为居民缴费补助6977.59亿元。居
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10423亿元，远高
于居民个人缴费总金额。

作为居民医保的重要补充，财政补
助和个人缴费共同搭建了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基金池，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减轻自付 医保报销比例“水涨船高”

从三本账看春耕新变化
随着天气回暖，眼下春管春播正由南向北大面积展开。广袤田野上片片碧绿，生机盎然。记者在多地走访看到，得益于农业生产新模式、新技术、新机械的推

广应用，如今不少农民算成本账时笑容更多了，算风险账时底气更足了，还有一些农民算起春耕生产“绿色账”。田畴沃野间，一幅欣欣向荣的春耕图正在绘就。
□新华

（（CFPCFP供图供图））

自走式无人植保机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的无人农场进行除草作业自走式无人植保机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的无人农场进行除草作业（（新华新华））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
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种养循环
模式。记者在多地看到，推广生态循
环农业、绿色有机种植，“绿意”正在
田间涌动。

在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洋源村，
种粮大户周柿勇忙着带领村民施肥。
他说：“这是政府发放的有机堆沤肥，
以前每亩地最少要用100斤化肥，现
在改用有机肥，每亩只需五六十斤，
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还增强了土壤
肥力。”

高安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蔡裕
山介绍，今年高安市大力推广绿色种
养循环项目，投入资金近1000万元
建立7个粪肥堆沤点，全市有机肥示
范施用面积超过15万亩。

在广西，“水上春耕”已拉开序
幕。在贵港市桂平市中桥村，错落有
致的稻虾田里，新一批小龙虾即将捕
捞上市。再过不久，村民就要开始进
行早稻插秧。

广西桂平维军生态农业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薛维健介绍，通
过稻虾共作，化肥使用量减少三分
之一，也不需要用除草剂、杀虫剂
等，算下来每亩种植成本能减少300
多元。每年除了亩产 1500 多斤水
稻，还能亩产350多斤小龙虾，亩均
产值上万元。

据了解，2021 年至今，贵港市
已有 2.1 万亩高标准农田用于稻虾
综合种养产业，全市建成连片 200
亩以上基地 230 个、千亩以上基地
20 个。农田通过稻虾共作实现“一
水两用、一田多收”，亩均增收6000
元以上。

绿色账
田间“绿意”更浓

春分过后，淮河两岸麦田长势正好。
在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桃园村，村民陶良军
正忙着对田里的部分麦苗补施拔节肥。

近年来，陶良军从当地种粮大户陈祥
胜的合作社购买农资并学习科学种粮，实
现了小麦产量提升，去年亩产达到 900
斤、每亩纯利润300多元。

“像防治纹枯病、红蜘蛛和蚜虫，需要
将3种药剂按照一定比例混合，每个药剂
分别用多少克，老陈都跟我们讲。”陶良军
说，“以前打药是大家用哪个药，我也跟着
买，时常心里没底。现在学会了这些技术，
种粮越来越有信心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打造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和标准体系建
设；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
策实施范围。

记者走访了解到，江西吉水县等多地
通过开展农技指导、提供托管服务、做好
农业保险承保工作等举措，增强农民种
粮风险防范能力，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今年我们公司覆盖的水稻种植规模
已扩大到12万亩。”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聚
丰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桂香说，公司通
过“公司+合作社+小农户”模式，为签约
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提供“一站式”

“保姆化”的水稻种植全程服务。公司在多
个乡镇安排了技术员，提供种子、农药、肥
料、技术等指导。

“跟我们合作的农户，我们有保底
价收购，要是产量好还有‘超产提成’。”
李桂香说，这样不仅能帮助农户规避种
植风险、促进增收，也能提高企业经营
效益、保证水稻品质和产量，形成良性
循环。

风险账 多措并举降风险促增收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进
入春季田间管理关键时期。在嘉祥县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数架
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除草剂喷洒作
业，3个小时就能完成5000亩农田的
飞防作业。

“得益于国家的优惠补贴政策，机
器每年更新换代，我们用上了效率更
高、操作更轻便的新型农机。”嘉祥县
兆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维
运说。

李维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新
型植保无人机一天能作业1000多亩，
一台自走式喷药机一天能作业700多
亩。今年合作社要对6万多亩麦田进行
春季田间管理，算下来能节省近10天
时间。“仅打药人工费这一项，就能省
10万元。”李维运说。

推进农业装备转型升级，推动无人
机等现代化设备在植保等关键环节广
泛运用……近年来田间“科技范儿”越
来越足，促进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水平
提升，农民种粮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在广西北流市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
一条今年新投运的工厂化育秧生产线，在
工作人员操作下“火力全开”：分盘、供土、
播种、覆土、叠盘、码盘等工序一气呵成，
一盘盘成品秧盘被“生产”出来。

“与传统育秧方式相比，工厂化育
秧不受天气影响，秧苗质量稳定，总体
成本可控。”中心负责人李秉燊说，现在
这条生产线只需4个人工，每小时可生
产秧苗1100盘，按照水田插秧每亩20
盘来算，一小时生产的秧苗可供给55
亩地，育秧效率大幅提高。

成本账
种粮“科技范儿”

助降本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