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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
设制定专门性法律。

此次表决通过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分为总则、无障碍设施建设、无障碍
信息交流、无障碍社会服务、保障措
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8章，
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看点一：将残疾人、老年人作
为重点保障对象

根据此前国务院颁布的《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规定，无障碍受益人群
为“残疾人等社会成员”。

此次新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一大突出亮点就是扩大了受益群体。
总则第一条明确立法目的为“保障残
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
和融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全体人员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已有2.67亿。国家卫健
委数据测算显示，预计“十四五”时期，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
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左右，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进入重
度老龄化阶段。数量庞大的老年人是无
障碍环境建设的重点受益群体之一。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廖
娟认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将无
障碍环境建设保障重点规定为残疾
人、老年人，在制度设计、标准确立、建
设要求等方面，紧扣残疾人、老年人的
需求和期盼，体现了鲜明的特点，并回
应了很强的现实需要。

“及时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进
一步健全残疾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
制度机制，充分体现国家和社会对残
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关心关爱，深入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石宏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明确：“无障碍环境建设应当与适老
化改造相结合，遵循安全便利、实用易
行、广泛受益的原则。”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院长
邵磊认为，此次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

确将无障碍环境建设与适老化改造相
结合，有利于最大限度提升无障碍环
境的包容性。

看点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石宏介绍，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
过程中，始终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聚
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完
善解决问题的理念、思路和举措。

在无障碍社会服务方面，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围绕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
公共服务、司法诉讼仲裁、公共交通、教
育考试、医疗卫生、文旅体育等场景下的
无障碍服务分别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比如，规定公共服务场所涉及医
疗健康、社会保障、金融业务、生活缴
费等服务事项的，应当保留现场指导、
人工办理等传统服务方式。与残疾人、
老年人相关的服务机构应当配备无障
碍设备，在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方面
提供无障碍服务。

同时，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还新增
应急避难所提供无障碍服务的义务性
规定，以及完善残疾人使用服务犬的
相关规定。

就公众关心的商品说明书特别是药
品内置说明书字体过小等问题，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
完善药品标签、说明书的管理规范，要求
药品生产经营者提供语音、大字、盲文、
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标签、说明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王永澄建议加强大字版教材的出版和
供应，满足低视力学生的需求。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规定，国家鼓励教材编写、出版
单位根据不同教育阶段实际，编写、出版
盲文版、低视力版教学用书，满足盲人和
其他有视力障碍的学生的学习需求。

“编写、出版盲文版、低视力版教
学用书，是事关视力障碍孩子未来发
展的大事。”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

吕世明建议，要在确保教材质量的同
时，全方位全系统促进教材内容和无
障碍呈现方式相统一，实现相得益彰。

看点三：增加税收激励措施，
完善体验试用等监督机制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设保障措施专
章，对“开展无障碍环境理念的宣传教
育”“制定或者修改涉及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标准”“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领域
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此外，这部法律明确提出：“国家通
过经费支持、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
式，促进新科技成果在无障碍环境建设
中的运用，鼓励无障碍技术、产品和服
务的研发、生产、应用和推广，支持无障
碍设施、信息和服务的融合发展。”

在监督管理方面，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强调，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协会等
组织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残疾人、老年
人代表以及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
员，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进行监督。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丁
鹏认为，“邀请残疾人、老年人等受益
群体和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亲身
参与设计、评估等环节，有利于推动无
障碍设施从有到好、从能用到好用。”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
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主
体。只有各方面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
参与、各环节有序贯通、各要素系统连
接，才能建设设施齐备、功能完善、信
息通畅、体验舒适的无障碍环境。

石宏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总
结吸收实践经验，对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全要素、全链条、全场景作出系统规
定，覆盖规划、设计、施工、验收、使用、
维护、管理、监督等全过程，并区分未
来新建和以往既有，统筹考虑地区城
乡差异，推动社会各方面共同发力，促
进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以法治护航，让生活无“碍”
——聚焦新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看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高蕾 任沁沁 冯家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与国关
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

6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向在福建
福州举行的“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
坛致贺信，鼓励两国民间友好人士把
鼓岭故事和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
光大，让中美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
年柳杉一样，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论坛与会嘉宾聆听了现场宣读的
习近平主席贺信后倍感亲切，深受鼓
舞。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
感到温暖，大家将珍惜并续写鼓岭故
事，把鼓岭情缘传承好、发扬好，努力
为深化两国人民之间友谊、推动中美
合作共赢作出更大贡献。

鼓岭故事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
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1992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邀请加
德纳夫人访问中国，到访她丈夫密尔
顿·加德纳生前魂牵梦萦的故园——
福州鼓岭，帮助她实现丈夫的遗愿。

在28日的贺信中，习近平主席忆
及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鼓岭的往事，
肯定了这些年“鼓岭之友”和两国各界
友好人士深入挖掘鼓岭历史，积极传
播鼓岭文化，为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相
互了解和友好交流作出的不懈努力。

“鼓岭之友”由曾在福州鼓岭生活
过的美国家族后代组成，他们的家族
多与中国有着绵延百年的缘分。

习近平主席的话唤起了与会“鼓
岭之友”成员们的共同记忆。

72 岁的穆言灵说，习近平主席在
30多年前作出的这个决定非常智慧，
富有远见，“他深刻地看到了鼓岭故事
对于中外人文交流，特别是中美人文
交流的重要意义”。

穆言灵的公公穆蔼仁在上世纪40
年代来到福州，在鼓岭生活过多年，她
的丈夫穆彼得也在福州出生。自 2015

年首次来福州“寻根”后，穆言灵一直
致力于宣传鼓岭文化，她创建了面向
外国友人的鼓岭英文网站，并组织了
多次“寻梦鼓岭”活动。

在穆言灵等人努力下，鼓岭故事
的主人公从最开始的加德纳家族逐渐
增多，扩展至穆蔼仁家族、柯志仁家
族、福益华家族、蒲天寿家族、柏龄威
家族等多个家族，“鼓岭之友”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近日，穆言灵和其他“鼓
岭之友”成员们一起，写信给习近平主
席，一段段动人的鼓岭故事就此更多
呈现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表示，“鼓岭
之友”的经历再次证明，中美两国人民
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
异，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对此，穆言灵深表赞同：“我们都
是这份遗产的继承者，必须珍惜、传
承、弘扬好它。”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及多个与
鼓岭相关的动人故事：拍摄了众多鼓岭
照片、103岁高龄的林恩先生，留下“我
热爱中国人民”遗言的福益华医生，把
部分骨灰撒在闽江的穆蔼仁先生……

穆言灵对此深为感动。“一些外国
家族在福建生活超过40年，他们对中
国有着深沉的爱。”她说，“鼓岭的历史
告诉我们，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们，大家存在差异，但可以
共建友好情谊，并代代相传。”

加德纳家族的后人李·加德纳也
专程来到福州参加论坛。他深情回忆
起在习近平主席关心下，自己的家人
得以故地重游、圆梦鼓岭的故事。

“随着鼓岭故事的传播，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欣赏鼓岭的美景，
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感受尊重、友爱、和
平、互助的鼓岭精神。”李·加德纳说。

87岁的蒲光珠带着孙女凯茜出席

了28日的论坛。“我的祖父、父亲都曾
在中国生活，如今我又带着孙女来到
中国，这是我们家族五代人与中国割
舍不断的情缘。”蒲光珠说。

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加上此
次鼓岭之行的亲身体验，凯茜表示，自
己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前辈们那样深深
地眷恋着中国，自己作为教师，会向学
生们积极传播鼓岭文化，把这份情谊
传承下去。

习近平主席帮助美国友人圆梦鼓
岭的感人故事、对两国民间友好寄予
的殷切希望，在论坛与会嘉宾心中引
发共鸣。大家纷纷表示，从贺信中，再
一次强烈感受到习近平主席亲和友
善、关爱人民、重情重义的深厚情怀和
领袖风范。

来自美国艾奥瓦州的友好人士卢
卡·贝隆，对习近平主席讲到的“国之
交在于民相亲”印象尤为深刻。

卢卡·贝隆说：“鼓岭故事蕴含的相
互尊重、和睦共处、共同发展的精神给
予我们深刻启示。‘鼓岭之友’和福建人
民的友谊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激励，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有责任维护好这样
的纽带，书写鼓岭故事的新篇。”

“正如习主席所说，‘国与国关系发
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多走动、多交
流才能增进了解和情谊。”中国外商投
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余放说，“我们需要
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互动让两国人民
加深了解，这样合作共赢的大门才会越
开越大，中美关系才会行稳致远。”

“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28日
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主题为“传承友
谊薪火 共创美好未来”，由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鼓岭之友”部分成员等中美各
界人士参加。

（新华社福州6月28日电）

续写鼓岭故事 推动合作共赢
——习近平主席贺信为中美人民深厚友谊注入信心和力量

新华社记者 朱超 李慧颖 宓盈婷

夏日，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郁郁葱
葱，丹顶鹤悠闲觅食，自在飞翔，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生态美景。图
为6月28日在保护区拍摄的丹顶鹤。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鹤舞湿地生态美鹤舞湿地生态美

102载砥砺，是什么让一颗暗
夜中的火种炽燃成引领民族复兴
的熊熊火炬？

102 载拼搏，是什么让一个
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
正茂？

从嘉兴南湖上的小小红船到
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回望那风雷
激荡的峥嵘岁月，捧读用热血与生
命写就的红色华章，人们更加深刻

地理解了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的理想、力量与担当。

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踏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
征程，新的复兴画卷
正徐徐展开。（全文
详见云邵阳新闻客
户端）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书写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的崭新答卷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之际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
郭明芝 李晓明）国防部新闻局副局
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9日
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
核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有信心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碎

“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会参众

两院军事委员会分别通过2024年度
国防授权法案，要进一步推进美台军
事合作。近期美国务卿布林肯称，美
不支持“台独”，但反对任何一方单方
面改变现状。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张晓刚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
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最重
大的问题，也是最突出的风险。我们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切实将不支持
“台独”承诺落到实处，不要说一套、
做一套。

张晓刚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也
不可能分割，这是台海的现状。一段
时间以来，外部势力大搞“以台制
华”，民进党当局执迷于“倚美谋
独”，这才是在破坏台海现状、加剧
台海局势紧张。中国必须统一，也必
然统一。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
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
手干涉。潮流不可逆、玩火必自焚。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有信心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碎“台
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

国防部：解放军有能力有信心
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记
者 彭韵佳 沐铁城）《2023年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29 日发
布，这标志着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工作即将启动。

据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3 年国家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将统筹考虑广大参保人用药保障需
求和基金支付能力等因素，努力使
药品目录结构更加合理优化、管理
更加科学规范、支付更加管用高效、
保障更加公平可及。

在申报条件方面，方案按规则
对药品获批和修改适应症的时间要
求进行了顺延，2018年1月1日以后
获批上市或修改适应症的药品可以
提出申报。同时考虑到疫情防控形
势的变化，不再单列新冠治疗药品
的申报条件，该类药品可通过相关
条件正常申报。

在调整程序方面，方案主要从
专家评审、资料模板、信息化等方面

进行优化。其中，评审方法上，进一
步完善评审指标，综合考虑临床需
求、患者获益等因素，更加精准评估
药品的价值，以更好实现“价值购
买”的目标。

在强化监督方面，方案进一步
加强对企业行为的监督管理。逐步
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加强信用管理，
健全联合惩戒机制。对企业出现的
违法违规、弄虚作假，以及其他失信
行为，查实后将视情节与医保药品
目录管理挂钩，实现联动。

通过整合13.5亿参保人的用药
需求，国家医保局在对药品价值进
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将
341 个新药以适宜的价格纳入目
录，满足了广大参保患者的基本用
药需求。

根据方案，今年的调整工作程
序分为准备、申报、专家评审、谈判、
公布结果5个阶段。2023年7月1日
正式启动申报，争取11月份完成谈
判并公布结果。

2023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