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诊疗项目是指符合条件的各
种医疗技术劳务项目和采用医疗
仪器、设备与医用材料进行的诊
断、治疗项目，国家规定支付部分
费用和不予支付费用的范围。

（一）医保支付部分费用的
范围

1.诊疗设备及医用材料类：
应用χ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装置
（CT）、立体定向放射装置（γ刀、χ
刀）、心脏及血管造影χ线机（含数
字减影设备）、核磁共振成像装置
（MRI）、单光子发射电子计算机
扫描装置（SPECT）、彩色多普勒
仪、医疗直线加速器等大型医疗
设备进行的检查、治疗项目；体外
震波碎石与高压氧治疗；心脏起
搏器、人工关节、人工晶体、血管
支架等体内置换的人工器官、体
内置放材料；各省规定可单独收

费的一次性医用材料。
2.治疗项目类：血液透析、腹

膜透析；肾脏、心脏瓣膜、角膜、皮
肤、血管、骨、骨髓移植；心脏激光
打孔、抗肿瘤细胞免疫疗法等。

3.各省医保行政管理部门另
行规定的医疗仪器与设备的检
查、治疗项目和医用材料。

（二）医保不予支付费用的
范围

1.服务项目类：挂号费、院外
会诊费、病历工本费、出诊费、检
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附加费、
优质优价费、自请特别护士等特
需医疗服务。

2.诊疗设备及医用材料类：
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PET）、电子束 CT、眼科准分子
激光治疗仪等大型医疗设备进行
的检查、治疗项目；眼镜、义齿、义

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器具；
各种自用的保健、按摩、检查和治
疗器械；各省规定不可单独收费
的一次性医用材料。

3.非疾病治疗项目类：各种
美容、健美项目以及非功能性整
容、矫形手术等；各种减肥、增胖、
增高项目；各种健康体检；各种预
防、保健性的诊疗项目；各种医疗
咨询、医疗鉴定。

4.治疗项目类：各类器官或
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组织源；除
肾脏、心脏瓣膜、角膜、皮肤、血
管、骨、骨髓移植外的其他器官或
组织移植；近视眼矫形术；气功疗
法、音乐疗法、保健性的营养疗
法、磁疗等辅助性治疗项目。

5.其他：各种不育（孕）症、性
功能障碍的诊疗项目；各种科研
性、临床验证性的诊疗项目。

医疗服务设施是指由定点医
疗机构提供的，参保人员在接受
诊断、治疗和护理过程中必需的
生活服务设施。

（一）医保支付费用的范围
1.住院床位费及门诊留观床

位费。对已包含在住院床位费或
门诊留观床位费中的日常生活用
品和水、电等费用，基本医保不另

行支付，定点医疗机构也不得再
向参保人员单独收费。

2.各省制定的医疗服务设施
目录。

（二）医保不予支付费用的范围
1.就（转）诊交通费；
2.空调费、电视费、电话费、婴

儿保温箱费、食品保温箱费、电炉
费、电冰箱费及损坏公物赔偿费；

3.陪护费、护工费、洗理费、
门诊煎药费；

4.膳食费；
5.文娱活动费以及其他特需

生活服务费用。

上期向大家介绍了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这一期与大家聊聊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

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

诊疗项目目录

医疗服务设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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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70余年来，几代中国人在这里挥洒
青春，用生命谱写可歌可泣的拓荒史诗，
用汗水和热血，将偏僻、荒蛮、寒冷代名
词的“北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成
为热滚滚的“中国饭碗”的代名词。

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激励了几代人。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
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北大荒篇章，是对党的
红色血脉的赓续和传承。奋进新时代，
启航新征程，历久弥新的北大荒精神正
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支撑北大荒人
战胜艰难险阻、夺取新时代的新辉煌。

北大荒！北大仓！

1947 年，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
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一批解
放军来到这片沉睡的荒原，点燃“第一
把火”，拉动“第一把犁”，建立第一批
农场，收获第一次丰稔，有力支援了解
放战争前线。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新中国成立之
初，恢复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应任务极
为紧迫。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14
万转业复员官兵、1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
20万内地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年
陆续来到北大荒，铲地、培土、收割、打
粮。他们扶起了犁耙，唤醒了荒原。

我国第三套人民币“壹圆”上那位
标志性人物的原型梁军，是新中国第
一位女拖拉机手，也是北大荒最早的
建设者之一。

1948 年，18 岁的梁军在黑龙江北
安参加拖拉机手培训班，是班上 70 多
名学员中唯一的女学员。为学好驾驶
技术，她咬牙搬起几十斤重的拖拉机
零件，让男学员刮目相看。“别看我是
女子，再苦再累都不怕，我向党保证，
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梁军以坚韧的意志参加到北大荒
的开发建设之中，成为全国各地无数
青年的心中楷模。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
党中央号召下，一批批支边青年和知识
青年来到北大荒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岁月流逝，记忆永存。在北大荒博
物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在一面长达25
米的铜墙前驻足，这里镌刻着1.2万多
名长眠在黑土地上的转业官兵的名字。

扎根边疆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
心。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几代拓荒人在
这里战天斗地，前赴后继，百折不挠。

年产粮曾经只有0.048亿斤的北大
荒，如今连续10年稳定在年产400亿斤
以上，可以满足1.6亿城乡居民一年口
粮供应。

北大荒的历史变迁，就是一部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史诗。

要改革！要创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借着垦区试办家庭农场的契机，
吃惯了“大锅饭”的北大荒人开始义无
反顾地走上创业之路。一个个家庭农场
在改革浪潮中涌现并释放巨大能量。

在北大荒精神的引领下，北大荒
人顺应时代要求，锐意改革、勇于开
拓、大胆探索，以兴办家庭农场为突破
口，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
土地到户、机械到户、核算到户、盈亏
到户和生产费自理、生活费自理“四到
户、两自理”以及大农场套小农场、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找到一条适
合垦情的农业改革之路，驶上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快车道。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
时指出，要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建
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

传承和弘扬北大荒精神，深化改
革、转型发展、维护稳定大局，北大荒
人用火热的实践与成果，推动北大荒
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北大荒农垦集
团实现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社企分开，
企业活力充分释放，2020年营业总收入
达1423.3亿元，同比增长15.4%；利润总
额13.1亿元，同比增长3.29倍。今年上
半年营业总收入718.2亿元，同比增长
38%。预计2021年北大荒集团粮食产量
将超过430亿斤，实现为国家累计生产
一万亿斤粮食的历史性成就。

改革是时代的最强音。通过稳步
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建立内控体
系、界定主业、压缩层级、三项制度改
革，北大荒各级企业主业更清晰，运行
更高效，北大荒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
模式呼之欲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
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
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黑土地是北大仓的命根子。
对于热血浇灌的这片沃土，不能

只是索取，更要呵护。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北

大荒农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
聪说，“‘十四五’开局，我们将坚持耕
地合理利用与严格保护并举，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并重，切实保护好黑土
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守住耕地
数量和质量‘双红线’，不断夯实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

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剂，一场
“三减”行动在北大荒深入实施，引领绿
色优质农业发展，更好地保护黑土地。

2020 年，北大荒落实农业“三减”
示范面积 1592 万亩，化肥和农药用量
同比分别减少30585吨和669吨。今年
将加快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
药替代传统农药。“三减”示范区测土
配方施肥、标准化植保机械作业将实
现全覆盖，化肥农药使用零增长。

预计“十四五”时期，通过加快推
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药替代传
统农药、地表水替代地下水、保护性耕
作替代传统翻耕、智能化替代机械化
等措施，2025 年有望实现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高0.5克/千克，耕层平均厚度达
30厘米以上的目标。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生产的
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目前北大荒农业
机械化率达99.6%。拥有飞机100多架，
航空化作业面积2179.5万亩。农业科技
贡献率达 68.2%，科技成果转化率达
82%，居世界领先水平。垦区坚持实施农
业产业化经营，打造了米、面、油、肉、
乳、薯、种等支柱产业，培育了“北大荒”

“完达山”等一批中国驰名商标，其中
“北大荒”品牌连续15年入选中国最具
价值品牌榜，稳居中国农业第一品牌。

农场运用卫星定位、云计算技术，
对万亩良田实现精准管理。生机勃勃的
黑土地上，年轻一代为北大荒精神注入
新活力。垦区现有各类科技人员10.8万
人，又一支“十万大军”，正在为北大荒
精神插上科技的翅膀。（新华社北京电）

热血沃黑土
——北大荒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在黑龙江
垦区一块稻田
中，收割机在
收 获 水 稻
（2011 年 9 月
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
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
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共建

“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
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
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努
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
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不断取得新成效。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
制。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建“一带一
路”面临的新形势。总体上看，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
全球化大方向没有变，国际格局发
展战略态势对我有利，共建“一带
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
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
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
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共建“一带
一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越是面
临这样的新形势，越是要以高标
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坚定不
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战
略机遇，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
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斗争、统筹
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积
极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

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我们坚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
生为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指明了
前进方向。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
加给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
来的严重挑战，各国只有顺应世
界发展大势，开放包容、互联互
通，才能相互助力、互利共赢。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为的是聚焦
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
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8 年来，
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
行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致力于
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
标，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
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
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

“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最终目
的是通过全方位互联互通，更好
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
链，实现联动发展。从亚欧大陆到
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
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
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
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
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
作出了新贡献。新征程上，我们要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
生为目标，同各方一道，建设更加
紧密的“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坚
持走团结合作、互联互通、共同发

展之路，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如何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
民生目标？要积极对接普遍接受
的国际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
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
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
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
要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
路，把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统筹推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
境保护，让各国都从中受益，实现
共同发展，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
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
作善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
业、改善民生，让共建“一带一路”
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
献。民生工程是快速提升共建国
家民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要加
强统筹谋划，形成更多接地气、聚
人心的合作成果。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
万里航。面向未来，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践行开放、绿色、廉洁理
念，努力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
生目标，我们就一定能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
不断前进，让各国互联互通更加有
效，经济增长更加强劲，国际合作
更加密切，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新
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人民日
报11月22日评论员文章）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
为目标共建“一带一路”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上接2版)
在2020届省学前教育专业技

能大赛的指导工作中，喻玉认真总
结前次经验，更加注重提升学生在
弹唱基础上的表演与互动。她还带
着学生到各幼儿园与幼儿接触，让
她们从走进幼儿的心灵入手，提升
他们在弹唱前与幼儿交流互动的
能力。在弹唱作品《颠倒歌》时，学

生陈可心总是找不到诙谐与幽默
感，喻玉把这首作品弹唱时所需强
弱的对比，分句不断地弹奏示范，
巩固学生对这首歌曲的感觉。再从
钢琴伴奏织体的选折入手，引导她
尝试运用不同的织体来伴奏，最后
根据歌曲的特点，筛选出最符合作
品的伴奏织体。在她的悉心教导
下，陈可心夺得那届省学前教育专

业技能大赛幼儿歌曲弹唱与表演
专项比赛小组前三的好成绩。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深知教书育人“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的喻玉说，她将时刻牢记
一名党员教师的责任和使命，不断
夯实师德，苦练育人本领，力争在
学前教育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最
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