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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
者徐鹏航）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护
理类立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
护理价格政策通知，新设“免陪照
护服务”价格项目，实行政府指导
价管理，2024年底前各省份对接落
实立项指南后，试点地区免陪照护
服务收费将有据可依。

记者26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近年来，天津、浙江、福建等地陆续
开展免陪护护理或无陪护病房试
点，即由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疗护理
员，为住院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
的生活照护服务，不依赖患者家属
亲自陪护，也不需要家属自聘护
工。国家医保局吸收地方探索经

验，在立项指南中单独设立“免陪
照护服务”价格项目，实行政府指
导价管理。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现阶段“免陪照护服务”仅适用于
特级、Ⅰ级护理患者，且暂不纳入
医保，患者或患者家属可自主选择
由医疗机构提供的“免陪照护服
务”，也可选择社会化、市场定价的
护工服务。

此外，通过组织专家研究论
证，系统梳理原有护理价格项目，
国家医保局以临床需要为导向，在
广泛听取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意
见建议基础上，将各省份目前名称
和内涵不一致的护理价格项目统

一分类，包括分级护理、专科护理、
专项护理三大类，整合为22项价格
项目，要求全国护理价格项目年内
规范统一。

国家医保局还明确，统一指导
各省份规范护理价格项目，逐步优
化价格水平。同时，支持符合调价
启动条件、医保基金运行平衡的统
筹地区逐步调整优化护理服务价
格，更好体现护理技术劳务价值，推
动调价结果向护士薪酬水平传导。

“此举有助于吸引并稳定更多
人才从事护理工作，引导医疗机构
持续提高护理服务能力和水平，增
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国家医保
局有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董瑞丰 徐鹏航 顾天成）这
是一种发病率居于前列的癌症，每年全国新发病例超过 35 万
例。这也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癌症，我国患者五年生存率已超过
80%。

乳腺癌被称为“红颜杀手”。如何更好地预防、筛查、诊治？
能否进一步提升患者生存率？10月是乳腺癌防治月，记者就此
采访了相关专家。

免费筛查超免费筛查超11..44亿人次亿人次 早诊早治是防控关键早诊早治是防控关键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数据，2009年至2022年，全国
累计开展乳腺癌免费筛查超过1.4亿人次。

“筛查和早诊早治是乳腺癌防控及提升生存率的关键。”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专家徐兵河
告诉记者，研究表明，通过筛查和早诊早治，可降低乳腺癌病死
率约20%，同时降低治疗代价，有效提高保乳率。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2023年为8万余名农村地区适龄妇女
进行乳腺癌免费筛查，对患病低收入妇女实施全面救助；北京市
怀柔区属地政府派专车接送部分偏远村庄妇女参加乳腺癌筛
查，对未能及时筛查的妇女一对一科普……

2009年以来，我国将农村妇女乳腺癌检查列入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2019年又将其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项
目地区适龄妇女免费进行乳腺癌筛查。

不过，数据显示，我国乳腺癌发病人数仍呈上升趋势。根据
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统计，2022 年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数为
35.72 万例，在女性癌症中仅次于肺癌，占癌症新发病例数的
15.6%。

徐兵河介绍，除了发病率增长，我国乳腺癌发病还呈现筛查
不够充分、早期发现率低、确诊患者年轻化等特点。此外，目前
国际指南推荐的乳腺癌主要筛查手段是X线，但由于我国女性
发病年龄早、乳房组织致密，X线穿透性可能较差，不易发现小
的乳房肿块，导致部分病人漏诊。

“一般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定期进行乳腺癌筛查。”徐兵河
团队研究认为，对不同年龄的女性可采用不同的组合筛查方
式。45岁以下的女性，乳房组织相对致密，筛查方式以超声为
主、X线为辅；45岁以上的女性，乳房组织相对疏松，筛查方式以
X线为主、超声为辅。

手术手术、、放化疗放化疗、、靶向药物靶向药物 治疗手段更多样化治疗手段更多样化

“右乳严重溃烂，恶性的分叶状肿瘤发展迅速，一旦进入胸
腔，再无其他治疗可能……”去年，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主任
医师孙强接诊了一名棘手的乳腺巨大恶性肿瘤患者。手术之
后，患者恢复良好。

还有一名三胎妈妈患者，怀孕7个月时乳腺癌复发。如何
既治疗癌症，又保全腹中胎儿，给医生们出了道难题。乳腺外
科、产科、麻醉科、临床营养科展开多学科会诊，针对性出具一份
诊疗方案，最终实现“两全其美”。

外科治疗不断发展，放化疗技术持续优化，创新药物研发进展
迅速……乳腺癌的治疗手段更加多样化，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目前，我国乳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已提升至83%，达到部分
发达国家的诊疗水平。针对晚期乳腺癌、三阴性乳腺癌等也不
断有研究突破。

国内由徐兵河院士牵头进行的DB03研究显示，新一代抗
体药物偶联物T-DXd能够为患者带来长期生存获益。基于该
研究，T-DXd已相继被国内外多个权威指南推荐作为HER2阳
性晚期乳腺癌二线治疗优选方案。

为整体提升我国乳腺癌防治水平，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质
控中心等牵头组织，近年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了多项乳腺癌诊疗
巡讲项目，旨在推动指南和质控指标的落地，完善质控体系建设。

“确诊乳腺癌不必过于恐惧，只要到正规医院就诊、配合医
生完成治疗，就有很大可能治愈。”徐兵河说。

控制病因控制病因、、积极预防积极预防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专家认为，乳腺癌相关的危险因素可分为固有因素和可控
因素。固有因素是与生俱来的危险因素，包括乳腺癌家族史、月
经初潮年龄早、绝经年龄晚等；可控因素则有长期抽烟喝酒、高
动物脂肪饮食、肥胖、睡眠不足、长期情绪不良等。

徐兵河表示，通过控制病因或危险因素预防乳腺癌发生，是
积极、根本的预防手段。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可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发病风险。

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周易冬建议，实现针对性预防，
固有因素要加强认知，可控因素要加强干预。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家
卫生健康委陆续发布《乳腺癌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等文件，
通过媒体宣传、知识讲座、主题活动等途径，将相关健康知识和
健康服务送到更多群众身边，特别是让广大女性能够增强自我
健康管理意识，进一步提高乳腺癌防治的社会共识。

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
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目标，到2030年，我国总体癌症五
年生存率达到46.6%。控制危险因素、降低癌症患病风险，也是
我国癌症防治的下一步工作重点。

举报是家长、学生维护自身权益、
监督学校教学行为的途径之一，但记
者在多地调研发现，由于成本小、门槛
低、渠道广，少数学生或家长随意举报
老师的情况逐渐多发、频发，教育主管
部门、学校以及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回
复、应对各种举报。一些教师的职业
荣誉感、获得感和责任感因此降低，在
工作中变得消极。

受访专家和教育工作者认为，家
长、学生随意举报教师，看似维护了自
身权益，实则破坏了正常教育生态，阻
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最终受影响最
大的还是学生本人。

举报理由五花八门举报理由五花八门

2023年秋季学期，从教已20多年
的程老师调岗到西南某小学的一所分
校，翻开了职业生涯新的一页。对她
而言，这可以使其更快走出阴霾，重回
正轨。

几年前，程老师被学生家长举
报，理由是“管教学生过于严格”。
从那之后，当学生出现不当行为时，
程老师不再严厉批评，而是轻声细
语地讲道理。这让一些学生觉得

“犯了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班级纪
律越来越差。

2023 年 6 月，又有学生家长以程
老师“自从上次被举报后，对学生不闻
不问，导致班级纪律等各方面越来越
差”为由，再次举报了她。“她不是不
管，只是采取的方式管不住学生，但又
不敢像之前一样严厉批评学生。”程老
师的一名同事说。

程老师的经历并非个案。贵州某
小学唐老师也曾因管教学生被举报。
2023 年 5 月，唐老师替因公外出的同
事代课，引发班上一位学生不满，该生
遂以手抄报的形式辱骂唐老师。事发
后，唐老师以班会课形式对这一行为
进行了教育。

此后，家长以唐老师的行为导致
该生产生心理问题为由，拨打市民服
务热线进行举报。当地教育部门介入
调查后，认为唐老师的教育行为并无
不妥。此事给唐老师造成严重心理创
伤，她曾一度被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
和重度焦虑。

记者调查发现，家长、学生主要
通过拨打市民服务热线、教育主管部
门或学校举报电话以及在政务服务平
台留言等方式举报教师。除“管教学
生”外，举报老师的理由还包括作业
布置得“太多”或“太少”、对学生
太温柔或太严格、回复信息太晚、当
着学生吃外卖和没经验带不好班等。
还有教师因学生在班上丢了一块橡皮
被举报。

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
示，今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
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

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
恶意举报行为。比如，今年4月，当地
一名学生犯错被老师批评后，拨打市
民服务热线举报相关教师“体罚殴打
学生”“用棍棒打学生的手”“辱骂女
生”，经核查均不属实。但“即便失实，
举报者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滥用举报危害多滥用举报危害多

受访对象认为，监督教师的职务
行为是家长、学生的权利，正常的监督
有利于督促学校、老师改正教学中的
不当行为。现实中，极少数人滥用这
一权利，造成的诸多不良后果却需要
所有人承担。

一方面，随意举报损害教师职业
荣誉感，破坏教育生态。贵阳某幼
儿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幼儿园一
名年轻教师曾因在微信群提醒家
长，学生在园期间有任何问题请私
下和老师沟通，以提高沟通效率，而
被一名家长举报师德师风有问题。

“那段时间，学生家长一打电话就骂
人，那名老师一度觉得入错了行。”
该负责人说。

一名受访教师说，她现在处理学
生问题时，首先会衡量利弊，先保护好
自己，再去管教学生。贵阳市民温姣
等人认为，学生或家长随意举报老师，
看似维护了自身权益，实则破坏了教
育生态，使一些老师逐渐“不敢管、不
想管”。

另一方面，教师疲于自证清白，有
限的精力被分散，影响正常教学教
研。西南某地教育局机关纪委书记介
绍，按照相关规定，每次接到针对教师
的举报，他们都要调查、核实并回复。
其间，被举报的教师为自证清白，不仅
需要准备相关材料，还要承受不小的
心理压力，用于开展教学教研的时间
和精力必然减少。

此外，一旦有举报，就得走一套流
程。西南地区某中学校长说：“即使举
报内容明显不实或牵强，也必须处理，

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

让举报回归监督本位让举报回归监督本位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受
访对象认为，要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
氛围，保护好教师的合法权益，就亟
须改变老师被举报所困、动辄得咎的
状况。

首先，明确举报主体权责，完善举
报流程机制。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邹东升认为，举报平
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制定明确
的举报标准和受理条件，设定举报门
槛，要求举报人提供必要的佐证信息，
保障举报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建立
初步审查机制，对那些明显失实、无理
的举报予以驳回。

其次，及时公开澄清不实举报，为
涉事教师正名。受访对象指出，遭受
举报后，即便查证不属实，相关教师的
职业荣誉感、获得感仍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对于那些查证不属实的举
报，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积极为教
师正名，同时，对涉事教师加强关心、
关爱，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走
出低谷。

多名受访教师表示，学校和教育
主管部门应为教师调解、申诉和维权
提供时间窗口和法律援助，既不能和
稀泥，也不能放任不管，帮助教师采用
正当手段勇敢有力地面对各种恶意举
报和威胁。

最后，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家长、
学生合理行使权利。厦门大学教育
研究院副教授洪志忠认为，在教育
事业发展中，学校、教师和家长是

“盟友”。一方面，要引导家长和学
生合理行使监督权；另一方面，也要
畅通家校沟通渠道，避免产生误会
和隔阂。

贵阳一名小学班主任说：“我们和
家长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学
生教好，不应该站在彼此的对立面。”

新华社电

不实举报困扰老师

128条举报信息 仅7起基本属实
我国乳腺癌五年生存率超我国乳腺癌五年生存率超8080%%

“免陪照护服务”项目收费有据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