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生扎堆做近视手术，专家提醒不能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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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6月23日电（记者李恒 董瑞丰）为14亿多人提供可
及的优质医疗服务，是中国深化医改的必答题。

当前深化医改成效如何？还有哪些重点任务需进一步突破？群众
健康获得感如何再提升？6月22日至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的2024全
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暨中国卫生发展会议上，多名业内专家就医
改话题，盘点既往清单，展望下一阶段发力点。

“家门口”就医不仅要“有”还要“优”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

热在乡镇、村里解决”，是深化医改的一项重要目标。
有序推进13个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项目落地实施，基本覆盖医疗资源薄弱省份；着力增强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超75%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力达到基本
标准……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提升农村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表示，要更加着重于统筹
区域内医疗资源，科学合理网格化布局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推动医
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巩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效。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国家卫生
健康委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8万个，
其中乡镇卫生院3.4万个，村卫生室58.8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超1
万个。

“当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迈向从‘有’到‘优’、向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副司长陈凯表示，下一
步将指导各地进一步整合优化县域医疗卫生资源，在体系上推动构
建优质高效的组织架构，在服务上推动提供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更
好地保障城乡居民健康。

公立医院要强化公益导向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全面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是深化医
改各项任务的重中之重。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指导11个
综合医改重点省份因地制宜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30个公立医
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在关键环节创新突破，14家委省共建
高质量发展试点医院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
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推动各级各类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落实公立
医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坚持公益性，扩大普惠性，提高可及性。

部分省份努力降低老百姓看病成本，不断彰显公立医院公益性。
比如，四川省积极激发公立医院发展动力，调整医院收支结构，取消
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和耗材加成；浙江省围绕“促协同”，纵深推进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示范，在控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疗服务价
格调整等方面“多管齐下”探索创新……

下一步，如何继续强化公立医院公益性导向？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介绍，未来将从

深入实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和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制定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指导规则等方面不断推动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

让更具性价比的医疗服务惠及更多人
以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让老百姓享受更具性价比的医

疗服务是深化医改的重要工作。
朱洪彪表示，今年将指导内蒙古、浙江、四川等3个试点省份开展

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全省（区）试点，指导唐山、苏州、厦门、赣州、
乐山等5个试点城市进一步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新机制。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也是规范临床诊疗行为、减轻患者负担、
降低医院成本的有效举措：北京市深化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
费改革，66家定点医疗机构推行647个病组实际付费；重庆市把符合
条件的市级协议医疗机构和各区县开展住院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纳入实际付费……

据介绍，促进医防融合，推进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开展
探索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加快创新药、罕见病治疗药品、临
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等，也将是下一阶段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

群众健康获得感如何再提升？

2024年全国深化医改“划重点”

小林是2024届高考生，近视600
多度，为了通过征兵体检，高考结束
后第5天，他在广州一家眼科医院做
了近视矫正手术。

等待手术时，工作人员放了音乐
帮他放松心情。躺上手术台，小林感
到紧张害怕，但因为眼里已经滴过麻
药，不到5分钟，手术在无痛中结束
了。“做完手术第一晚比较不舒服，流
泪、酸涩、（看东西）有点模糊，第二天
就好很多。”在这最长的暑假，小林将
摘下从小学四年级就戴上的眼镜。

高考结束后，各大眼科医院迎来
近视矫正手术小高峰。6月18日上午，
记者走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眼视
光学专科主任陈跃国教授的诊室，半
个小时里，便有两名刚刚高考完的学
生为通过体检而选择做近视手术，一
个为报考警校，一个为参军入伍。

国内做近视手术患者平均年龄
二十六七岁

“6月10日以后，来检查和做近
视手术的人一下就多了起来。”陈跃
国表示，高考生中前来做近视手术
的，多是因为报考大学的专业要求
或参军入伍的体检需要，美观需求
的比例不大。国内做近视手术的患
者平均年龄在二十六七岁，而欧美
这一数字要加上 5 岁-10 岁，“高考
生把平均年龄拉下来了”。

高考生贤明6月19日做了手术，
他计划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就申
请报名参军。另一名高考生吴迪还在
计划手术阶段，他表示，除了视力，身
体的其他条件能满足报考警校的要
求，如果考上警校，在军事化管理下
可以保证他减少接触手机的时间，维
持近视手术后良好的视力效果。

由于体检有时间要求，一些未
满 18 周岁的高考生也计划进行手
术。陈跃国解释，原则上近视手术对
年龄的要求是18岁至50岁，但只要

家长及学生同意、检查结果完全符
合手术要求，医院会适当为差几个
月成年的学生放宽年龄限制，以赶
上体检时间。

在手术之前，医院需对近视患
者眼睛做全面检查，项目包括：角膜
厚度、裂隙灯下眼前节检查、眼底检
查、裸眼视力及矫正视力、角膜地形
图、眼压等，综合角膜形态、近视度
数、眼底状况和眼睛过往疾病等因
素，确定是否能进行手术以及采用
哪种手术类型。

目前，常见的近视手术主要为
角膜屈光手术和晶体植入术（主要
为ICL植入术）。与晶体植入手术相
比，角膜屈光手术适用于度数相对
较低的情况，主要有角膜板层手术，
包括全飞秒和半飞秒，前者切口小，
术后干眼情况比后者轻，后者激光
对位更为精准，适用于个性化的手
术设计；此外还有表层激光手术。而
针对高度近视，或角膜厚度及形态
不适合做角膜屈光手术的人，医生
建议采用晶体植入术。

“角膜屈光手术是‘减法’，它需
要切削角膜，每 100 度近视切掉 15
微米的角膜；晶体植入术是‘加法’，
相当于往眼睛里加一个镜片，不动
角膜的厚度。没有哪种手术方法最
好，而是哪种方法最合适患者。”陈
跃国补充说道。

近视手术不会一劳永逸
陈跃国介绍，国内在 1993 年开

始有了准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
发展30余年来，手术已经非常成熟，

“现在国内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做近
视手术。有研究表明，患者对手术的
满意率近99%。”陈跃国说。

“大部分近视患者可以做手术，
但针对高度近视的晶体植入手术，
有一些职业是不允许做的。”陈跃国
解释，这是由于高度近视做了手术

之后，表面看没有问题，实际上眼睛
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而有的职业要
求术前近视不超过600度。医院要判
断患者的眼轴、视网膜和眼底是否
发生了病理性改变，高度近视容易
演变为病理性近视。

除了应对体检需求，近视患者
还有美观、运动、摘镜等需求，因此
陈跃国面对第一次问诊的患者，询
问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患者的手术
原因，进而作出判断。

陈跃国强调，近视手术不是做完
就一劳永逸了。做完手术第一周，患
者要避免揉搓眼睛，防止发炎；避免
做对抗性强的运动，防止眼睛受伤。
患者应在手术后一年内坚持定期复
查，如出现后遗症，早发现、早处治。

此外，年纪尚小的学生做完手术，
需要注意避免过度用眼，防止近视度
数上涨。他解释，近视手术只是改变眼
睛的屈光状态，让患者摘镜，但没有改
变眼球结构，之后还是应该注意预防
病理性改变，尤其“做减法”的屈光手
术是不可逆的，“做不做手术都要避免
外伤、强光刺激，眼睛越高度近视就越
脆弱，越需要注意防护。”

陈跃国提醒，日常生活中，近视
患者应该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少
熬夜、少喝酒。一些患者留着较长的
刘海，陈跃国也建议剪短，“一是防
止刘海扫到眼睛，另外刘海遮挡视
线，尤其是单眼遮挡会加重另一只
眼的负担，容易引起眼疲劳。”

半飞秒手术对医生和医院要求
更高

6月18日上午，问诊的患者中，
高考生程鹏被建议做半飞秒手术，原
因是其眼睛有散光，且眼角膜偏薄。

陈跃国解释，半飞秒针对眼部
情况复杂的患者，“半”指的是手术
过程中使用了两种激光技术——一
半为飞秒激光另一半为准分子激
光，手术先用飞秒激光制作一个角
膜瓣，然后把角膜瓣打开，接着用准
分子激光进行屈光矫正，角膜瓣只
是为了打开，提供一个临时的工作
空间，准分子激光才能做到个性化
的设计，实现眼球精准自动化对位。

“角膜就和指纹一样，每个人都
不同。比如都是100度的散光，听起
来似乎一样，但不同患者角膜的形
状千变万化，现在只有准分子激光
才能做到对不规则角膜的矫正。半
飞秒手术可以使眼睛获得超过戴眼
镜的视力。”因此，陈跃国表示，在个
性化的手术设计层面，半飞秒手术
对医生和医院的要求相较于其他近
视手术更高。（应受访者要求，小林、
吴迪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彭韵佳）据国家医保局6月23日消息，
国家飞行检查组对河南省郑州市、周口市部分定点医药机构进行检查，
初步发现郑州管城豫丰医院、周口市商水庆康医院涉嫌欺诈骗保问题。

据介绍，飞行检查组根据大数据筛查线索，对郑州管城豫丰医院
进行全面检查，初步发现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等违法违规问题，涉
及医药费用102.3万元。同时发现涉嫌欺诈骗保问题，包括涉嫌虚假
住院、涉嫌伪造彩超和X线摄影等检查报告、疑似虚构职工医保门诊
统筹服务、以骗保为目的进行串换等。

根据大数据筛查线索，飞行检查组对周口市商水庆康医院进行
全面检查，发现超标准收费、串换项目、过度诊疗，以及无现金流水
账、无银行对账记录等财务管理混乱问题，涉及医药费用76.8万元。
另外，还发现涉嫌欺诈骗保问题，包括疑似伪造检查检验报告、伪造
医学文书、疑似虚假住院等。

目前，国家医保局已指导飞行检查组将上述问题移交属地医保
部门处理。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继续紧盯案件后续处置，确保欺诈
骗保案件查处到位，违法犯罪分子得到严厉打击。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目前医保
码全国用户超过 11.5 亿人，已广泛
应用在就医购药、医保查询、医保转
移接续、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等
医保业务场景。为帮助更多参保人，
除人脸识别激活医保码外，医保部
门增加了医保码线下激活、亲情账
户线下绑定两种服务。

国家医保局介绍，医保码线下
激活主要适用于所有医保码注册用
户，特别是面部受伤人群、对智能手
机操作不熟悉的老年人、持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和外籍护照参保人群、
其他无法通过线上人脸识别的参保
人；亲情账户线下绑定主要适用于
因各种原因无法线上自助完成绑定

的参保人及其家人。
在办理方式上，医保码线下激

活需要参保人本人前往医保线下经
办机构，告知经办人员需要办理医
保码线下激活服务，参保人提供参
保地经办机构要求的身份材料，在
经办人员通过系统代为激活医保码
后，参保人手机短信接收“国家医保
服务平台”App 登录账号和默认密
码，参保人下载并登录“国家医保服
务平台”App，就可以成功激活个人
医保码。

国家医保局提示，参保人在登
录 App 后要尽快点击个人头像，进
入“账号密码”一栏，修改默认密码，
以免登录时忘记密码。

亲情账户线下绑定需要参保
人 本 人 前 往 参 保 地 线 下 经 办 机
构，告知经办人员需要办理医保
亲情账户线下绑定服务，并按参
保 地 经 办 机 构 要 求 提 供 身 份 材
料，在经办人员通过系统代为绑
定亲情账户关系后，就可以登录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亲
情账户”页面查看已成功添加的
家庭成员。

据悉，医保码上线后，医保部门
持续优化简化医保码应用功能，
先后推出医保码大字版等服务，
并在部分地区率先实现医保码就
医购药“一码付”，持续提升医保码
使用体验。 本报综合消息

医保码新增两种线下激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