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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这是一份诚意满满的答卷——
医保支付新冠肺炎患者治疗费用16.3亿元；

组织开展第三批国家药品集采，55个中选品种平
均降价53%；药品、耗材集采，中选冠脉支架价格从
均价1.3万元降至约700元；开展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为患者减负720亿元以上；建成国家医保信息
平台主体，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应用……

纵观2020 年医药改革，举措与力度可谓空
前。2020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6亿人，
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建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医
疗保障网。在这张“网”下，医保红利不断释放，
用实打实的举措让群众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战疫情 助脱贫：守牢“健康底线”

“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
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医疗
保障局在第一时间提出“两个确保”，并迅速将
湖北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纳入医保定点，为生
命救治开通“绿色通道”。

“核酸和抗体检测试剂价格分别下降7成和
4成以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说，为常态化
防控提供支撑，国家医保局临时将新冠肺炎诊
疗方案中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纳入目录。同时，
全国阶段性减征职工医保费，为975万家参保单
位累计减免1650亿元，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随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开始，疫苗接
种费用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对此，国家
相关部门不止一次表态：全民免费接种。企业
依据成本定价，加上接种服务等全部费用，都将
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居民个人不负担。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0年，贫困人口参
保率稳定在99.9%以上，已累计资助7867万贫困
人口参保。2018 年以来，医保扶贫政策惠及贫
困人口就医5亿人次，减轻医疗费用负担3500亿
元，助力近1000万户因病致贫群众精准脱贫，初
步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

“构建中国特色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关键就是突出全民覆盖。”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傅卫表示，医保扶
贫政策以保障基本服务和基本需求为主，为群
众守好“健康底线”。

推集采 调目录：为群众“减负”

武汉在全国首次开展胰岛素带量采购；河
南濮阳、浙江金华带量采购中成药；“三明联盟”
集采未过评药品平均降价近7成；重庆、陕西分
别组织多省联盟采购；江苏、安徽等省选择高血
压和糖尿病用药、抗生素、抗肿瘤药等采购金额
较大的药品开展集采……

集采全国遍地开花，切实为群众“减负”。
2020年，第三批国家药品集采开展，55个中选品
种平均降价53%，并在全国落地实施。按照国家
集采约定的采购量计算，每年药费从659亿元下
降至120亿元，节省了539亿元。

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北京等省市分别牵
头开展人工晶体、吻合器和补片、新冠检测试
剂、冠状球囊等耗材联盟采购……高值医用耗
材集采已成星火燎原之势。

2020 年，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首次
开展。中选冠脉支架价格从均价 1.3 万元降至
700元左右，降幅90%以上，预计每年节约医疗费
用117亿元。

“药品和耗材集采将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
担。”胡静林说，在挤压药耗水分、净化行业生
态、促进医疗行为规范、减少过度诊疗等方面起
到积极作用。

2020 年 7 月，国家医保局 1 号令印发《基本
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医保
用药管理。并组织开展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调入药品119种，调出药品29种，目录内药品
达2800种。114个谈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超过
50%，据测算，仅2020年1至11月就为患者减负
721.9亿元。

“互联网+” 破壁垒：让群众“少跑腿”

为形成打击欺诈骗保的震慑态势，2020年，
39万家违法违规医药机构被处理，医疗服务行
为进一步规范。

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于2020年11月率
先在广东汕尾落地使用，目前广东、河北、青海3
省5市已上线运行。该平台计划将于2021年底
前投入使用。同时，依托医保信息平台，医保电
子凭证应用全面推进，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开通
激活服务，累计用户超4.5亿。

面对智能技术，老年人等医保高频使用群
体仍有“难点、堵点、痛点”。对此，国家医保局
全面梳理老年人运用医保智能技术困难场景，
印发专门文件，保留并优化传统服务，畅通老年
人代办服务线下渠道。

为让群众“少跑腿”，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持
续完善，21个省169个统筹地区实现国家渠道线
上备案。截至2020年底，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定点医疗机构4.4万家，国家平台累计结算医
疗总费用1759亿元、医保基金支付1038.4亿元。

2020，医保红利请收好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
贵） 近日，从北京召开的 2018-
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
话会议上传来喜讯，湖南省华兴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
荣获“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
促进奖特别奖”，这是该公司获得

“2016-2017年度全国无偿献血促进
奖单位奖”后，再次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的最高荣誉，这也是我市唯一连续
两次获得该荣誉称号的单位。

此外，该公司执行总经理向晖
荣获湖南省2018-2019年度无偿献
血促进奖个人奖，公司员工贺灼明
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周金
水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

华兴公司是隆回县一家上规模
的民营企业，拥有员工 2000 余人。
2009年，为抢救大出血产妇的生命，
该公司组织了第一次集体献血，董事
长带头献血，此举在公司引起强烈反
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打
消了员工顾虑，激发了员工献血热
情。从那以后，献血成为员工的一种
自觉行动。为了鼓励员工献血，该公

司专门设立了献血“无私奉献奖”，对
献血5次以上的员工进行表彰。在
2018年公司十年无偿献血总结表彰
大会上，对连续多年参与无偿献血的
员工进行了特别表彰奖励。

2020年，华兴公司捐赠医疗防
控物资 273 万元，全力支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疫情期间，为缓解医
疗临床用血需求压力，该公司于
2020年3月23日举行了“抗击疫情
捐热血 华兴实业献爱心”第13次
大型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员工积极
响应，纷纷挽起袖子捐献热血，献血
总量达12.32万毫升。

献出的是鲜血，得到的是快
乐。华兴公司员工贺灼明自 2002
年以来，他连续38次无偿献血，累计
献血13900毫升，多次荣获全国无偿
献血金、银奖等荣誉称号。献血成为
贺灼明的最大快乐，他不仅坚持每年
不间断献血，还动员妻子郑时婉一同
参与献血。郑时婉从2014年开始参
加无偿献血，至今已坚持了7年。贺灼
明不仅仅局限于献血，他还加入了中
华骨髓库，2018年开始报名捐献骨髓，

2019年2月份已初步成功，目前正在
进行高倍检测。贺灼明表示，他和妻
子会一直坚持继续献血，奉献爱心。

献血不仅能救人，同时也能增
强抵抗力，让自己更加健康。华兴
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隆回县
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郑依飞从 2012
年开始无偿献血，已连续坚持了 9

年。郑依飞说，没献血前，他身体状
况较差，容易感冒。自从参加无偿
献血后，身体变得日益强壮。在献
血过程中，他分享了快乐，身体抵抗
力增强了，人也显得更加青春活力。

据统计，自2009年至今的12年
间，华兴公司员工的总献血量达到
191万毫升。

12年总献血量超190万毫升
华兴公司再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

▲华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捐献热血。

近日，由广州市悦尔公益基
金会捐赠，我市首台自动体外除
颤器（AED）落户邵阳日报社。
为帮助人们正确使用该设备、掌
握心肺复苏等急救常识，急救培
训讲师李军华、刘庆东、康桂云
等志愿者，1月20日到邵阳日报
社送教上门。

心肺复苏与AED的早期有
效配合使用，是抢救心跳呼吸骤
停猝死病人的最有效抢救手段，
且AED是可供非专业人员使用
的抢救心脏骤停猝死患者的医
疗设备，又被誉为“救命神器”。
图为培训现场。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石 世 桢
通讯员 范聪玉 摄影报道

“肖主任，感谢你们的治疗和护理，
我已经都好啦。”1月18日，一氧化碳中
毒、并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肺栓塞的出
院患者袁伯（化名）回到洞口县人民医院
复查肺动脉造影 CT，结果显示肺动脉
栓子已经完全消失。

2020 年 12 月 13 日晚上，63 岁的独
居老人袁伯将一盆炭火搬到床旁取暖后
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昏迷。第二
天 13 时左右才被子女发现送到洞口县
人民医院急诊科。经急诊科医护团队抢
救后，袁伯清醒过来，他告诉管床医生，
自己全身肌肉酸痛，两条腿像灌了铅似
地走不动。

一氧化碳中毒患者全身肌肉酸痛、
双腿疲倦无力症状不是很明显，管床医
生马上将袁伯的情况汇报给科室主任肖
谋东。肖谋东会诊后认为：一氧化碳中
毒后十几个小时不能动，可能是身体受
压部位长时间被挤压发生了横纹肌溶解
综合征。急诊科团队立即检查袁伯肌酸
激酶水平，结果为 130810 单位/升。横
纹肌溶解综合征诊断成立，迅速实施纠
酸、补液、碱化尿液等治疗措施，并嘱咐
袁伯一定要绝对卧床休息，不要下床活
动，因为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会在血管内
形成大量的微小血栓，活动时容易并发
脑栓塞、肺栓塞等并发症。

12 月 15 日 10 时许，头晕、头痛、全
身肌肉酸痛等症状减轻的袁伯很高兴，
觉得自己应该好了，就私自从床上爬起
来上厕所，谁知没走几步，就出现胸痛、
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即晕倒在地，大汗淋
漓，呼之不应，血压测不到，性命危在旦
夕。肖谋东团队予以再次抢救，病情有
所好转，休克血压，胸闷、气急等症状却
持续存在。肖谋东团队讨论后，考虑袁
伯可能发生了肺栓塞，马上测 D-二聚
体浓度，请呼吸内科、心内科专家会诊，
超声科专家做床旁超声心动图检查。结
果显示：D-二聚体浓度大于10毫克/毫
升，床旁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肺动脉和
右心房腔内有血栓在飘动，右心房、右心
室增大。肺栓塞诊断明确，肖谋东团队
当机立断实施溶栓治疗。1 小时后，袁
伯胸痛、胸闷症状明显减轻，生命体征逐
渐平稳，提示溶栓治疗有效。

12月16日上午，急诊科医护人员护
送袁伯进行肺动脉造影 CT 检查，结果
显示右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左下肺动
脉干及其分支栓塞，部分血液可以流
通。根据肺栓塞治疗指南，急诊科医护
人员当天下午护送袁伯赴湖南省人民医
院进行介入治疗。

省人民医院介入科专家给袁伯复查
肺动脉造影 CT，结果提示已经不需要
进行介入治疗。专家们觉得很奇怪，“洞
口县人民医院是如何将一个这么严重的
肺栓塞患者抢救成功的？”他们联系了肖
谋东，看了袁伯的治疗方案后，称赞道：

“洞口县人民医院对一氧化碳中毒、横纹
肌溶解综合征、肺栓塞的治疗和护理方
案非常规范和及时，效果很好。”

医护救治及时 省城专家点赞

一个严重肺栓塞患者
是如何被抢救成功的
通讯员 龙莉平 王道清 唐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