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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姜琳）记者
6月29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我
国博士后制度经过38年的发展，截至目前，共
设立近7700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涵
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主要领域；累计招收
博士后人员约34万人。其中，2022年招收人
数创新高，达3.2万余人。

博士后不是指学历，而是有聘期、可流动
的青年科研人员。一大批博士后青年人才的
培养造就，将为我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人才支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博士后制度已经成
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
才的重要制度。绝大部分出站博士后成为单
位的领军人才和科研骨干，有150位院士在国
内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工作。

近年来，博士后培养机制不断完善。博
士后工作从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扩展至企
业、园区，研究领域发展到 13 个学科门类的
110多个一级学科，并鼓励跨学科招收、培养复
合型博士后。为适应企业对高层次创新型青年
人才需要，相关部门启动实施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备案制改革，设站更加灵活高效，自 2022 年
实施备案制改革以来，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698家。

经费保障是支持创新创造的重要因素。
截至6月中旬，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累计
投入资助经费约15亿元，遴选资助2500名优
秀博士后，逐渐形成品牌。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累计资助 83 亿元，资助博士后近 12 万
人，近年来申请人数和资助人数屡创新高。
此外，中央财政、相关地方、设站单位及社会
资金等多渠道投入机制日益健全，共同推动
博士后事业发展。

成果转化进一步加快。2012年起开展的
“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活动，通过人员培训、技
术服务、项目对接、成果转化等形式，为中西
部等省份需求单位开展实地科技服务，至今
已举办110余批次，对接服务项目近2000项。

为了进一步提高参保人员用药保障
水平，规范医保用药管理，建立管用高效
的医保支付机制，6月29日国家医保局公
布了《2023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这是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六年开展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2023年药品目录调整范围为2018年
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经国家
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适应
证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且针对此次
变更获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和纳
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药
品等。

儿童药品 罕见病用药申请不受获批
时间限制

其中，针对纳入“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的药品、纳入“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
单”的药品，以及罕见病治疗用药，则不设
置获批时间的限制条件。此外，今年的目

录调整工作方案不再将新冠用药单独作
为药品申报条件，而是按照一般创新药品
类型进行申报。
2023年目录调整结果将于今年11月公布

根据《工作方案》，企业将于7月起正
式开启申报。对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国
家医保局将组织药学、临床、药物经济学、
医保管理、工伤保险管理等方面专家开展
联合评审。经评审，形成拟直接调入、拟
谈判或竞价调入、拟直接调出、拟按续约
规则处理等 4 类结果。预计相关药品经
现场谈判或竞价后，最终目录调整结果将
于今年11月公布。
目录调整累计为患者减负超5000亿元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加快医保谈判
节奏，推动一大批独家品种的抗癌药、罕见
病用药以适宜价格纳入医保，加上医保报
销，已累计为患者减负超5000亿元，切实
减轻百姓看病就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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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水下长城”露芳容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高蕾 任沁
沁 冯家顺）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这是
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

此次表决通过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分为
总则、无障碍设施建设、无障碍信息交流、无
障碍社会服务、保障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
任、附则等8章，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将残疾人将残疾人、、老年人作为重点保障对象老年人作为重点保障对象

根据此前国务院颁布的《无障碍环境建
设条例》规定，无障碍受益人群为“残疾人等
社会成员”。

此次新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一大突
出亮点就是扩大了受益群体。总则第一条明
确立法目的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
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全
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据统计，截至2021 年底，我国60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已有2．67亿。国家卫健委数据测
算显示，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2035 年左右，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数量庞大的老年人
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点受益群体之一。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廖娟认
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将无障碍环境建
设保障重点规定为残疾人、老年人，在制度设
计、标准确立、建设要求等方面，紧扣残疾人、
老年人的需求和期盼，体现了鲜明的特点，并
回应了很强的现实需要。

“及时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进一步健
全残疾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制度机制，充分
体现国家和社会对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
关心关爱，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石
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
“无障碍环境建设应当与适老化改造相结合，
遵循安全便利、实用易行、广泛受益的原则。”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院长邵磊认
为，此次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将无障碍环
境建设与适老化改造相结合，有利于最大限
度提升无障碍环境的包容性。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急难愁盼””问题问题

石宏介绍，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过程中，
始终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聚焦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不断完善解决问题的理念、思
路和举措。

在无障碍社会服务方面，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围绕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
司法诉讼仲裁、公共交通、教育考试、医疗卫
生、文旅体育等场景下的无障碍服务分别作
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比如，规定公共服务场所涉及医疗健康、
社会保障、金融业务、生活缴费等服务事项
的，应当保留现场指导、人工办理等传统服务
方式。与残疾人、老年人相关的服务机构应当
配备无障碍设备，在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方
面提供无障碍服务。

同时，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还新增应急避
难所提供无障碍服务的义务性规定，以及完
善残疾人使用服务犬的相关规定。

就公众关心的商品说明书特别是药品内
置说明书字体过小等问题，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完善药品标签、
说明书的管理规范，要求药品生产经营者提
供语音、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
的标签、说明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永
澄建议加强大字版教材的出版和供应，满足
低视力学生的需求。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
国家鼓励教材编写、出版单位根据不同教育
阶段实际，编写、出版盲文版、低视力版教学
用书，满足盲人和其他有视力障碍的学生的
学习需求。

“编写、出版盲文版、低视力版教学用书，
是事关视力障碍孩子未来发展的大事。”中国
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吕世明建议，要在确保
教材质量的同时，全方位全系统促进教材内
容和无障碍呈现方式相统一，实现相得益彰。

增加税收激励措施增加税收激励措施，，完善体验试用等监完善体验试用等监
督机制督机制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设保障措施专章，对
“开展无障碍环境理念的宣传教育”“制定或
者修改涉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标准”“建立无
障碍环境建设相关领域人才培养机制”等方
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此外，这部法律明确提出：“国家通过经
费支持、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式，促进新
科技成果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运用，鼓励
无障碍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研发、生产、应用
和推广，支持无障碍设施、信息和服务的融合
发展。”

在监督管理方面，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强
调，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协会等组织根据需
要，可以聘请残疾人、老年人代表以及具有相
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

进行监督。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丁鹏认

为，“邀请残疾人、老年人等受益群体和具有
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亲身参与设计、评估等
环节，有利于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到好、从能
用到好用。”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
程，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主体。只有各方面
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各环节有序贯
通、各要素系统连接，才能建设设施齐备、功
能完善、信息通畅、体验舒适的无障碍环境。

石宏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总结吸收
实践经验，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全要素、全链
条、全场景作出系统规定，覆盖规划、设计、施
工、验收、使用、维护、管理、监督等全过程，并
区分未来新建和以往既有，统筹考虑地区城
乡差异，推动社会各方面共同发力，促进无障
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