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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4年，医保基
金运行平稳、安全，更多质优价宜的药品耗材进入了百姓“药
箱”。今年，新批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即将开展；此
外，还将发布第一版医保丙类目录。

丙类药品是什么？医保丙类目录或将包含哪些药品？
如何进一步提升医疗保障水平？

丙类药品指的是非临床必需、价格较高的药品，通常包
括保健品、进口药、新型特效药等，目前，丙类药品目录尚未
正式形成。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引导支
持惠民型商业健康保险，将丙类目录纳入保障范围，并将于
今年推出首版丙类药品目录。2024年基本医保基金运行形
势具体怎么样？未来医疗保障水平如何提升？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
达到3.48万亿元，总支出2.97万亿元，支出过快增长的态势
有所遏制。全国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余0.47万亿元，累计结
存3.87万亿元。全年医保门诊结算达到67亿人次，同比增长
19%。国家医保局规财法规司司长蒋成嘉表示，医保基金在
确保运行安全可持续的同时，在统筹基金共济作用、保障生
育医疗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国家医保局规财法规司司长蒋成嘉：在全部基金支出
中，统筹基金支出占比比 2023 年提高 2 个百分点，达到
80.3%，说明基金共济效能进一步增强。2018年以来，全国基
本医保基金总收入是19.70万亿元，总支出是16.48万亿元，
其中统筹基金收入15.19万亿元，支出是12.78万亿元，年均
增长均在11%左右。基金运行安全平稳的基本盘是确定的。

要确保医保基金长期运行安全可持续，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钱要怎么花”。这些钱不能被欺诈骗保套取。去年，国
家医保局通过大数据监管模型，对“异常住院”“倒卖医保药
品”等问题精准监管。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
露，今年将加大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惩戒力度；全面推进药品
追溯码监管应用，精准打击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等
行为。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2024年，全国共追回
医保基金275亿元，查实欺诈骗保机构2008家。一批欺诈骗
保机构被解除或暂停协议，并移送公安、纪检等部门立案调
查。国家医保局研究开发一系列管用有效的大数据监管模
型，全年通过“异常住院”“倒卖医保药品”等模型追回医保资
金近6亿元，通过“男女检查、男女用药”“糖化血红蛋白”等大
数据筛查线索追回近1亿元，通过智能监管子系统，挽回医保
基金损失31亿元。

医药购销领域回扣、带金销售等问题同样可能让医保基
金出现损失。为了让生产的药品进院，一些企业和代理商以
不法手段进行贿赂，这些钱同样会加在药价之上。国家医保
局通过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对失信企业予以
惩处。与此同时，开展集中带量采购挤出虚高药价水分。国
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丁一磊解释，药品销售的核心由水
面下的灰色操作转变为阳光下的公开竞争，由此形成了药价
降低的主要空间。2018年以来，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采购累计
节省医保基金4400亿元左右，而这些钱的80%用在了创新药
领域。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丁一磊：集采非新药，新药
不集采，我们希望竞争激烈度保持在合理范围，但这需要行
业自身走到差异化发展道路上，主动避免在同一种成分、同
一个靶点上过度重复立项，避免加剧供大于求。有少数群众
本着“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朴素观点，担心降价后的药品质
量。国家集采走过的5个年头已经证明药品质量值得信任。
在此，也呼吁大家擦亮眼睛，虚高的价格原来就没有用在质
量上，没有用来研发创新药，而是进入了腐败分子家中的夹
墙里。

丁一磊透露，今年，医保部门将持续深入推进药品、医用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丁一磊：包括国家层面将在
上半年开展第11批药品集采，下半年开展第6批高值医用耗
材集采，并适时启动新批次药品集采。同时将在地方层面开
展具备专业特色的全国联盟采购预计达到20个左右，包括中
成药、中药饮片以及高值耗材等，预计2025年国家和联盟组
织开展的药品集采品种将达到700个。

药物保障水平也将有新突破。国家医保局透露，将探索
与商业保险产品对接的首版丙类药品目录。国家医保局医
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透露，丙类目录与国家基本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同步开展。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丙类目录作为
对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有效补充，主要聚焦创新程度很高，
临床价值巨大，患者获益显著，但是因为超出医保基本的功
能定位，暂时还无法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国家医
保局将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引导支持惠民型商业健康保险，
将丙类目录纳入保障范围，其他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
也可以使用丙类目录。

黄心宇表示，丙类药品目录今年年内就将发布第一版。
由于需要给产品的设计精算落地留出时间，从2025年开始，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提前，医保部门将采取预
申报的过渡措施，减少对创新药申请进入谈判的影响。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4月1日目
录调整申报开始时，如果待申报的药品尚未获批，但是预计
在5月底前能够获批，此类药品所属企业可以进行预申报，在
专家评审前正式获批就可以参加评审，通过这个措施尽可能
地减少对行业的影响。 本报综合消息

首版医保丙类目录将包含哪类药品？

新华社天津1月18日电（记者周
润健）“心藏后凋节，岁有大寒知。”北京
时间1月20日4时00分将迎来大寒节
气。此节气内，农历新的一年会笑容可
掬地向我们走来，正所谓“大寒迎年，寒
辞旧岁”。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
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来华介绍，“大寒年年有，不在三九在
四九”。今年大寒始于“数九”中的“四
九”第四天，止于“五九”第八天。大寒
节气又常与农历新年的时间相交。今
年大寒始于1月20日，止于2月2日，恰
好是腊月二十一至正月初五。这也印
证了民间“过了大寒，又是一年”的说
法。

在迎来大年之前，今年大寒期间会
先迎来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是

民间称谓的小年，又称小岁。在这一
天，民间最隆重的一件事就是“祭灶”，
这曾是旧时家喻户晓的习俗。灶神又
称灶王爷、灶神星君等，这一天也称祭
灶节、灶神节、灶王节。

俗信认为，灶神受一家香火，保一
家康泰，同时也察一家善恶，上天“汇报
工作”时会“奏一家功过”。为让灶神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民间祭灶
时兴供奉麦芽糖，喜称“糖瓜粘”，意在
让灶神粘嘴甜心，多说好话。“这项充满
欢乐意味的习俗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阖家平安的祝福。”王来华
说。

过好小年迎大年。祭灶过后，俗
称“大年”的春节进入倒计时，人们也
开始忙忙碌碌地准备过大年了：扫房
子、洗澡、理发；赶年集，办年货；为孩

子们添置新衣新帽；剪窗花、贴年画。
春节的红火和喜庆气氛逐渐蔓延并浓
烈起来。

迎大年，说除夕。除夕是过年的
高潮，又叫“大年夜”或“岁除”，是“一
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欢庆时刻。

“除夕，既标志着旧岁结束，也寄托着
来年的喜庆和谐与吉祥如意。”王来华
说。

大寒再冷，也挡不住春的来临。过
了大寒就是立春，新一轮节气轮回又将
开始。明末清初的诗人屈大均在其所
作《大寒》一诗中这样描述：“穷阴天外
积，寒绝逼春来。尚苦连朝雾，南风湿
不开。已新长至柳，重吐小年梅。腊酒
谁家早，莺知为我催。”寒极暖来，寒尽
春生，让我们一起期待浓浓的年味和温
暖的春天吧。

山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1月18日审议通过《山东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东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明确依
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享受 15 日婚
假，参加婚前医学检查的，再加婚假 3
日，这意味着山东婚假天数延长至最多
18天。

条例规定，落实婴幼儿照护、子女
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税收
优惠政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生育补贴制度，并完善配套支持措施；
医疗保障部门应当将适宜的分娩镇痛
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

据介绍，本次修改条例过程中，相
关部门综合考虑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用人单位负担和职工诉求等因
素，参考借鉴其他省份做法，明确了婚
假并鼓励参加婚前医学检查，并明确了
婚假期间相关待遇。 新华社电

1月18日，中国资环集团手机安全
回收处置示范项目在天津、汕头启动试
运行。消费者可通过邮寄或上门处置
的方式，将手机交由中国资环安全回
收，既保障回收后个人信息不泄露，又
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

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常委、副总经理陈运龙说，手机市场存
量大、回收比例低。此项目有利于实现

手机高质量回收、交易、安全处置、再生
利用。

据介绍，消费者可通过“芯碎无忧”
平台（小程序）或者电话服务热线下单，
既可以选择上门现场破损服务，也能选
择邮寄保密回收。整个过程可视化、可
追踪、可溯源。手机回收到基地后，在
保密车间拆解出电池和屏幕，进行整机
破损销毁。同时，手机拆解后可提炼稀

贵金属。
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宇说，通过拆解零部件
的循环利用以及废弃电路板提取金、铜
等贵金属的高值化梯次利用模式，减少
了电子垃圾污染，不仅能带来经济收
益，还能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率，推动绿
色循环经济发展。

新华社电

新华社重庆1月18日电（记者于
晓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是灵
动、智慧、生命力的象征，是古人关
注的对象之一，产生了涉及民俗、宗
教、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的文献、
文物、遗址遗迹。在近日开幕的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蛇年生肖文物展上，
115 件 （套） 与“蛇”及春节传统习
俗相关的馆藏文物展现了古人与蛇的
有趣互动。

《说文解字·巴部》载：“巴，虫也，或
曰食象蛇，象形。”历史上，巴人由多支
族群构成，在与动物的关系中，以蛇和
白虎最有代表性，如《山海经》中出现的

“巴蛇食象”等。“在古代巴人用的器物
中，蛇形象一部分出现在带钩上。这也
体现了巴人对蛇的崇拜。”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研究馆员杜芝明说。带钩，就
是古人所系腰带的挂钩。杜芝明介绍，
目前墓葬出土的巴人带钩中，很多都是
蛇形带钩，可以反映巴人对蛇的崇拜。
此外，蛇纹是土家族“西兰卡普”被盖的
主要纹饰之一，也反映了巴人崇拜蛇的
传统。

在春秋战国时期，蟠虺纹经常出
现在铜缶等器皿上。虺是古书上的一
种毒蛇。蟠虺纹，以蟠屈的小蛇的形
象构成几何图形，其特点是繁缛细
密，风格华丽神秘。

古人不仅将蛇纹放在配饰、器皿
上，也创造出了全新的蛇的形象，人
首蛇身就是其中之一，它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首蛇身
形象在史前的陶器纹饰中已出现，商

周时期人首蛇身图像更加明确。而
后，汉代大量出现了人首蛇身的伏羲
女娲形象。“人首蛇身伏羲女娲形象，既
是人蛇强大力量合一的象征，也是生殖
崇拜的反映。表现出人们对多子多福、
人丁兴旺的美好祈愿。”杜芝明说。

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中，蛇一直
是让人畏惧的动物。而在中国，“蛇”
却慢慢变成了守护神的组成部分之
一。“四灵”系统中龟蛇合一构成的玄
武，就是北方的守护神。为什么是龟
和蛇的组合呢？杜芝明介绍说，目前
有一种解释是，龟和蛇是两个部落的
图腾，部落融合后，就变成了龟蛇合
一的图腾。

“龟蛇合一的形象，被视为长寿、
稳定和智慧的象征。”杜芝明说。

20日4时00分大寒：先迎小年，再过大年

1月18日，在柳叶湖龙翔低空飞行营地，游客（右）准备乘坐固定翼飞机
体验飞行。

当日，湘西北地区首个低空飞行营地湖南省常德市柳叶湖龙翔低空飞
行营地正式开门营业。营地涵盖了飞行营地建设、飞行员驾照培训、观光飞
行、飞机维修等多项业务。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手机安全回收处置示范项目试运行手机安全回收处置示范项目试运行

山东延长婚假时间
至最多18天

“蛇”常出没在何处？
——从文物看古代日常生活中的“蛇”文化

湘西北地区首个低空飞行营地开营湘西北地区首个低空飞行营地开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