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2日，在沈阳工学院体育馆，学生们在企业展台前经过。
当日，沈抚示范区和沈阳工学院联合举办的2023秋季线下双选会在沈阳工学院

体育馆举行。来自浙江、山东、辽宁、贵州等地的300余家企业和4000余名大学生参
加了本次招聘会。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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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回应下半年医改热点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近期，一
些地方“预制菜进校园”话题受到社会广
泛关注。近日，记者就“预制菜进校园”
采访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学校食品安全
和营养健康事关学生健康成长，教育部
长期以来会同相关部门，切实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先后制定实施了《学校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营养与健
康学校建设指南》等制度规定，不断加强
对学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管理。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学校
等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应当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供餐单位订
餐的，应当从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
企业订购，并按照要求对订购的食品进
行查验。供餐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当餐加工，确保食
品安全。

这位负责人指出，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学校食品安全，十分关心学生健康成
长，广大家长期望孩子在学校吃得既绿
色安全又营养健康。经研究，鉴于当前
预制菜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认证体
系、追溯体系等有效监管机制，对“预制
菜进校园”应持十分审慎态度，不宜推广
进校园。

教育部：对“预制菜进校园”持审慎态度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22日发布《限制商品过度
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GB 43284－2023）强
制性国家标准。新国标明确了蔬菜（含食用菌）、
水果、畜禽肉、水产品、蛋共5类生鲜食用农产品
是否过度包装的技术指标和判定方法，将于2024
年4月1日起实施。

过度包装指的是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或包装成
本超过要求的包装。新国标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销
售包装重量的生鲜食用农产品设置了10%至25%包
装空隙率上限，蔬菜（含食用菌）、蛋不超过3层包装；
水果、畜禽肉、水产品不超过4层包装。生鲜食用农产
品包装成本与销售价格的比率不超过20%，对销售价
格在100元以上的草莓、樱桃、杨梅、枇杷、畜禽肉、水
产品、蛋，包装成本与销售价格的比率不超过15%。

鉴于生鲜食用农产品的生鲜、易腐等特性和产业
需求，销售包装在生鲜食用农产品商品供应链中还有
保鲜、保活等功能，新国标特别注明“不包括物流防护
包装以及冷却、气体调节、防潮等保鲜保活功能性用
品”。快递包装为物流包装，因此不算销售包装。

为避免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影
响或产生新的资源浪费，新国标设置了6个月的
实施过渡期，并规定“实施之日前生产或进口的生
鲜食用农产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实施后，生
产经营主体应按照标准要求，对生鲜食用农产品
销售包装进行合规性设计。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李晓明）退役
军人事务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明确从 2023
年8月1日起，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要求各地结合
实际，抓紧组织实施，确保及时、准确、足额将抚恤
金和生活补助金发放到位。

据了解，此次提标统筹兼顾国家财力、对象贡
献等因素，适度倾斜彰显重点关怀优待，实现国家
连续第19年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生鲜食用农产品限制
过度包装新国标发布

国家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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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药为患者减负超千亿元谈判药为患者减负超千亿元
新一批药品耗材降价新一批药品耗材降价““在路上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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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门诊统筹报销更便捷普通门诊统筹报销更便捷
切实减轻群众护理负担切实减轻群众护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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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护险制度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家
庭经济和事务负担。”付超奇说，接下来将
加紧研究失能等级评估管理、服务机构管
理、经办管理、长期照护师培训培养等方面
的配套措施办法，妥善解决失能人员长期
护理保障问题。

解决群众看病排队缴费难解决群众看病排队缴费难
守护好群众守护好群众““看病钱看病钱”“”“救命钱救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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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顾天成）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22日印发《关于做好
2023年中秋国庆假期前后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
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强化关口前移、
监测预警、诊疗服务等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假期。

通知指出，2023年2月以来我国新冠疫情呈
低水平、波浪式流行态势，目前新冠及其他传染病
疫情形势总体平稳，但部分省份登革热处于高发
季节，个别南方省份流感疫情呈上升趋势。

根据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政策解读，由于中秋
国庆假期人员跨区域流动、出入境人数和聚集性
活动将会明显增加，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风
险升高，登革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输入扩散风险
增大，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发生风险增加。
在落实好各项传染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预计假
期全国传染病疫情形势将继续保持总体平稳。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中秋国庆假期前后新
冠及其他重点传染病疫情监测。假期前应强化疫
情形势风险研判，查短板补漏洞，采取针对性防控
措施，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假期期间应加强疫情
监测预警，实时发布疫情信息和健康风险提示。
假期结束后应及时研判疫情发展趋势，做好学校、
养老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重点机构疫情监测，
严防疫情反弹。各地要加强法定传染病信息报告
管理，确保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通知还要求，各地要统筹调配辖区内医疗卫生
资源，加强门急诊、发热门诊、儿科、呼吸科和重症医
学科力量，确保中秋国庆假期医疗救治工作平稳有
序。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鼠疫、
猴痘、登革热等传染病的诊治能力，落实“四早”要
求。要严格执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及医疗机构感
染预防与控制制度要求，加强发热门诊、肠道门诊等
管理，做好医患个人防护，有效避免院内感染发生。

新华社长沙9月22日电 湖南省纪
委监委 22 日通报，日前，经湖南省委批
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委原常委、州人民政府原常务副
州长刘珍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
审查调查。

经查，刘珍瑜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
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贪权纳贿，
滥权妄为，政绩观偏差，贯彻落实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
自恃手段高明，与他人串供，转移隐匿财
产，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收受礼金，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
对象宴请；组织观念淡漠，在组织谈话时
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中任人唯亲；生活作风不检点；滥用职
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
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刘珍瑜的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党的
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并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
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
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等有关规定，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刘珍瑜开
除党籍处分；由湖南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
职处分；终止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
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做好中秋国庆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

校园招聘助就业校园招聘助就业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原常委、
州人民政府原常务副州长刘珍瑜被双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