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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过日子，总会想着怎么管好自
家的“账本”，国家亦是如此。

25日，99家中央部门陆续向社会“晒”
出2023年度部门决算“账本”。去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花得好不
好？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一年一度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进
入第14个年头。中央部门决算是反映中央
部门所有预算收支和结余执行结果及绩
效等情况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是改进部门
预算执行以及编制后续年度部门预算的
参考和依据。

记者查阅各部门决算“账本”发现，各
部门均公开了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政拨
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等9张报表，更加全
面、真实反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
款收支情况。

此外，政府采购支出情况今年连续第
9年向社会公开，有力维护了政府采购公
开公平公正。

“14 年来，中央部门决算公开范围逐

步扩大，由最初的2张表格增加到现在的9
张表格，公开内容不断丰富细化。同时，公
开了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科目支出，还公
开了‘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项目绩
效、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等信息。”财政部
相关司局负责人说。

绩效评价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
检验。今年中央部门绩效信息公开范围更
广、力度更大，由“摆数字”进一步转向“看
效果”。

全面开展单位自评——今年随同中
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
效自评表的数量增长到716个，比上年增
加17个，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

推动改进部门评价——财政部持续
推动改进部门评价工作，督促部门加大对
重点民生支出和体现核心职责的事业发
展类项目评价力度，原则上以5年为周期，
实现部门评价重点项目全覆盖。

积极推进财政评价——今年共确定
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评价，涉及科技教

育、生态环保、社会保障和就业、农业农村
等重点领域。部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
告，随同2023年中央决算报告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参阅。

“可以看到，绩效评价信息公开力度
持续加大，并注重建立健全重点民生政策
和重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不
断拓展评价范围，提高评价质量并加大公
开力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汪德华说。

近年来，从“要我公开”到“我要公
开”，中央部门“账本”晒得越来越细，查阅
也更加便捷。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
了发布在各部门官方网站外，公众还可以
通过登录财政部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
台”专栏集中查阅。

推进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开的一笔笔
钱，对应着政府的一项项作为。“账本”越

“晒”越细，将促进政府支出更加科学、规
范、有效。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集中“晒账本”！

99家中央部门公开2023年度部门决算
新华社记者 申铖

“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以钉钉子精
神抓好改革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强调“全党上下
要齐心协力抓好《决定》贯彻落实，把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
家”，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取得历
史性伟大成就，关键就在于以钉钉子精
神抓部署、抓落实、抓督查。从中央层面
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
实，到各地区各部门明确任务、落实责
任、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再到有关部门
深入督察，真刀真枪促进改革落地……
全党上下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
重点，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确保改革稳步有序推进，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
整体性重构。实践充分证明，有了好的决
策、好的蓝图，关键在落实。只有抓好落
实，才能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
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扛起抓改
革的重大政治责任，增强推进改革的政
治自觉。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深
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
增强推进改革的思想自觉。要以钉钉子
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对党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
署，全党必须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增强推进改
革的行动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重视谋划，更要抓好落实。要
发扬钉钉子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察实情、出实招、求
实效，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切忌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
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要深刻认识到，抓落实，是党的政
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
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要制定好实施方案，做到精准施
策、适时适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忌脱离实际。要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
务实。要加强组织领导，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确保党
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见到实效。

共识是奋进的动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增进共识。
要充分调动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
的智慧之海。”要大兴调查研究，走好群众路线，问需、问计于
民，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
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增强群众获得感、认同度。要坚持发扬民
主、集思广益，增强改革决策科学性和改革落实执行力。充分调
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以实绩实效和人
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就一定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新的起点，新的部署，新的出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时代号角。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奋发有为，开拓进取，我们就
一定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人民日报7月25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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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25日发布的《2023年全国
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
年，我国医保制度运行总体平稳，群众待
遇巩固完善，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

“随着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实
施、越来越多门诊医药费用纳入医保基金
报销范围等，医保服务可及性不断增强，
含金量更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说。

——异地就医更便捷。
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跨
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 55.04 万家，其中跨
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为19.8万家，定
点零售药店35.24万家。

对比近两年数据，可以清晰看到：全

国普通门急诊、门诊慢特病及住院异地就
医人次和就医费用，分别从 2022 年的 1.1
亿人次、5217 亿元上升到 2023 年的 2.43
亿人次、7111.05亿元，异地就医就诊人次
持续增加。

——医保服务更可及。
随着门诊医药费用纳入基金报销范

围、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稳步推进
等，2023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人次达
25.3亿，比上年增长20.2%，其中普通门急
诊21.8亿人次；此外，享受药店购药23亿
人次。参加居民医保人员享受待遇26.1亿
人次，比上年增长21.1%，其中普通门急诊
20.8亿人次。

——医保药品耗材更实惠。

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开展第八批、
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涉及 80 种药
品，平均降价57%；开展第四批国家组织人
工晶体及运动医学类耗材集采，平均降价
70%；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西药和中成药
数量已增加至3088种，越来越多肿瘤治疗
药物、罕见病用药等被纳入目录。

2023 年，国家医保局启动挂网药品
价格治理，强化药品价格常态化管理监
督，约谈相关医药企业23家，涉及30个品
种，约谈药品平均降价超 40%，让药价回
归合理范围。

今年以来，“医疗保障网”仍在不断织牢
织密、提质升级：辅助生殖进医保托起“生育
的希望”；多地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
医保定点……医保好政策不断传来。

“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已正式启动，相信还有更多医保利好值得
期待。”北京协和医院医疗保险管理处处
长朱卫国说。（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让医保含金量更高
——我国不断织密“医疗保障网”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彭韵佳

正在昆明举行的第八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
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科
技范”十足的展品吸引众
多观众参观、体验。图为7
月25 日，小朋友们在第八
届南博会上了解无人驾驶
载人航空器。

新华社记者
王静颐 摄

南博会上

的“科技范”

（上接1版①） 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
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农业损失，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要关心帮助受灾困难群众，防
止因灾致贫返贫。要加强应急保障能力建
设，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补齐病险水
库、中小河流堤防、蓄滞洪区等防洪工程

和农田排涝短板，用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成果，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不
断提高全社会综合减灾能力。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
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国家防总要强化

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有关
方面要密切配合，凝聚合力。基层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
范作用，在防汛抗洪救灾一线奋勇争先、挺膺
担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1版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深化

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的冲锋号。”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市民宗局驻绥宁
县东山侗族乡东山村工作队队长杨运良
说，“我们驻村工作队将团结村‘两委’和
全村党员群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满足于将东山建设
成了‘邵阳红提第一乡’的成果，进一步加
快建设东山同心红提酒厂步伐，提升东山
红提工业化水平，变单纯地出售红提产品
到经营红提产业，增加各族群众收入，促
进民族共同团结进步。”

今年37岁的双清区火车站乡前进村
党总支委员田胜祥已有 18 年党龄和 4 年
网络公益直播带货经历，人称“邵阳黄桃
哥”，不但将自己50亩黄桃基地的线上销
售和线下农旅做得风生水起，还经常为当
地其他农户开辟销售渠道。“乡村振兴归
根到底是人才的振兴。我将充分发挥自己
熟悉现代传播手段的特长，帮助更多农村
能人加入‘互联网+’队伍，赋能更多农村
新质生产力，推进邵阳农业现代化。”田胜
祥说。7月24日下午，他将从地里采摘的黄
桃次果用于土法酿酒，并进行现场直播，
给未来的“黄桃酒”提前造势。

如何用高质量的监督方式切实保障
民生福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紧紧抓住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深入推进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开展“清廉
处方点评”活动，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减
轻群众医药负担。“我们医院每隔 2 个月
召开一次全院范围内的‘清廉处方点评’
会议，开展现场交流互动，针对各个科室
存在或潜在的不合理用药问题，提出改进
建议，在不断提升医院临床合理用药水平
的同时，靶向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贵’现
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石燕介绍。

（上接2版）
“我们随时有出任务的可

能，我不能在日常训练中受伤。”
说到这，游建华表情严肃，被晒
得通红的脸颊上满是认真。

随着一声令下，游建华如
离弦之箭般冲向绳索，他双腿
微屈，然后猛地向上一跃，双手
紧紧地抓住绳子。拽住绳子后，
他迅速而有力地蹬在绳索上，
双手交替上拉，双腿紧紧夹住
绳索，借助脚部的蹬力，手脚协
同配合，使身体不断上升。当腰
腹与窗口平行，他用力一拉，然
后甩开绳索，干净利落跃入四
楼窗口。

终于得以休息片刻，游建
华和队友们坐在台阶上，汗水
顺着他的额头、脸颊流淌，浸湿
了里面的衣衫，滴落在地面汇
聚成一个小小的水洼。在炎炎
夏日身穿厚重的救援服进行训
练，对消防员而言早已是家常
便饭，哪怕衣衫湿透、汗水灌满
靴子，也必须坚持训练。

“一想到能保护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浑身就充满动
力。”谈及职业，游建华脸上灿
烂的笑容根本抑制不住。参军

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一
名光荣的消防员后，他保家卫
国的梦想正一步一步实现。

随着哨声响起，休息时间
结束，游建华迅速起身，整装
归队。

接近正午，太阳越发毒辣，
室外温度达到36℃，消防员们
还需要完成 60 米肩梯上二楼
训练。这是一项基础且至关重
要的技能，要求消防员在极短
的时间内完成拉梯、搭梯、攀爬
等一系列动作，检验的是消防
员在灭火救援中快速实施外部
登高、开辟救生通道的能力。

“在高温天气下开展训练，
能够提高我们的耐热能力和体
能。每一次的训练，都是为了在
紧急时刻能够多挽救一条生
命，多减少一份损失。”敏州路
消防救援站分队长赵世雄告诉
记者。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
日复一日高强度的日常训练
中，消防员们不惧高温，不断锤
炼本领、磨炼意志，提高实战能
力，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忠
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
为民”的铮铮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