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时事
审稿：周金林 责编：严立 版式：严立 总检：魏谦2024年11月29日 星期五

邵阳日报社出版 本报地址：邵阳市双清区邵阳大道 新闻热线：18907398110 5312111 广告中心：5322630 常年法律顾问：湖南天润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石世黎

本报发行部自办发行（投诉电话）：5315092 本报印务公司承印（咨询电话：5324403）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监督举报电话：5312501 广告经营许可证：邵市监广登字01号 年价420元

邵阳晚报武冈市工作站：武冈
市乐洋路邮政局二楼

联系人：13975953017 黄
13973963538 彭

隆回代办处：隆回县巴黎新城1
楼酒拾烤肉店

联系人：13135298666
18570259666

洞口代办处：洞口县城硖口路14
号门面（洞口县硖口路商贸行店内）

联 系 人 ： 13873925700

15399768269
邵阳县代办处：邵阳县大冲街

民政大楼新大地幼儿园
联系人：15073951688

18107396025
新宁县代办处：
联系人：13973590101杨
城步苗族自治县代办处：城步苗

族自治县青年路融媒体中心三楼
联系人：15180991723 唐
新邵县代办处：新邵县酿溪镇

大坪江南路与七秀路交会处滨江
时代城8栋105门面

联系人：17773924193唐
18975494677李

绥宁县代办处：绥宁县绿洲大
道种子公司家属楼门面

联系人：13907397450 梁
大祥区代办处：邵阳市大祥区西

湖路国土大厦二楼大祥区政务中心
联系人：13327390002朱
北塔区代办处：北塔大自然广

告店（北塔区市监局旁）
联系人：17670972545李
邵阳代办处：邵阳市双清区邵阳

日报社
联系人：15673998585周

遗失启事

▲ 李 春 香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430521195602200723，声明作废。

▲龚益（450881197309129214）遗失

军残证，证号：湘军E056853，声明作废。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新

邵县分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52000005304，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新邵支行，声明作废。

▲陈炜明遗失邵阳县大成加油站《湖

南省新建加油站(点)申报表》原件一份，特

声明作废。

超声、X光、血常规……刚做
的检查检验，换一家医院却不算
数。看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要
重复检查检验，令不少患者烦恼，
也加重了负担。

改善就医体验“出实招”！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等 7 部门 11 月 27
日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
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
见》：

到 2025 年底，各紧密型医联
体（含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
体）实现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
部项目互认，各地市域内医疗机
构间互认项目超过200项。

到 2027 年底，各省域内医疗
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300项；京津
冀、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内医疗机
构互认项目数超过200项。

到 2030 年，全国互认工作机
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检验同
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结果互通
共享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实现常
见检查检验结果跨区域、跨医疗
机构共享互认。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的“小方便”，关系着群众就医体
验的大提升。

随 着 结 果 互 认 ，患 者 可 以
最大限度避免重复检查，不仅
节约就医时间，也减少了不必
要的支出。

不同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标
准不一、水平不一，如何保障医疗
质量，让结果能互认、敢互认？医
改惠民背后，有大量“看不见”的
基础支撑。

如何破解“不能认”？检查检
验结果要“联网”。

患者带来的胶片看不清楚，
但打开电脑上的互认平台，之前
检查的细节都能看到了——这是
一位医生使用当地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平台后的感受。

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结果，在
同一个电子平台上打得开、看得
到，首先得统一数据标准。目前，各
地积极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平台建
设，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共
享三年攻坚行动自2023年10月以
来持续开展，力争实现各机构之间
信息化建设“车同轨”。

此次印发的文件专门提出，
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区
域信息平台建设，通过建立检查
检验结果数据库、“数字影像”或

“影像云”等方式，在保障数据安
全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内跨机构
共享调阅。

如何破解“不敢认”？检查检
验结果要“达标”。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便利患
者是目的，把病看准是前提。有患
者和医务人员担心，一些基层医
疗机构的检查检验结果“不准”，

上级医院又将其作为诊疗依据，
最后“受伤”的还是患者。

本次印发的文件明确提出，
强化检查检验质量控制。各地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提升辖区内检
查检验同质化水平，落实城市医
疗资源下沉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
机制，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检查检
验能力水平。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而言，通
过推进结果互认，也在倒逼自身
水平提升。只有基层强起来，分级
诊疗体系才能加快落地，才能实
现大医院不再人满为患、看病检
查不再排长队的期盼。

医学专家提醒，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有医务人员说，在诊疗过程
中，有的患者因外伤、急性病等，
病情变化快，即使前期做过检查，
为确保医疗安全，也仍然需要重
新检查。

为此，文件要求，坚持以保障
质量安全为底线，以接诊医师判断
为标准，积极有序推进互认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说，应尊重疾病诊疗的客
观规律，尤其尊重医生的临床决
策权。同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要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在检查
检验结果不能互认时，对患者做
好解释和说明。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我国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出实招”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恒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李
国利 武中奇）记者28 日从纪念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建设三十
周年座谈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建
设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
更优质的下一代北斗系统，计划
2029 年左右开始发射组网卫星，
2035年完成系统建设。

11月28日上午，中国卫星导
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在京组织召开
纪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建设
三十周年座谈会，发布《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2035年前发展规划》，明
确在确保北斗三号系统稳定运行
基础上，我国将建设技术更先进、
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下一
代北斗系统。

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
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风
介绍，下一代北斗系统以“精准可
信、随遇接入、智能化、网络化、柔
性化”为代际特征，将为全球用户
和其他定位导航授时系统提供覆
盖地表开阔空间及近地空间的米

级至分米级实时高精度、高完好
的导航定位授时服务。

“计划 2025 年完成下一代北
斗系统关键技术攻关；2027 年左
右发射3颗先导试验卫星，开展下
一代新技术体制试验；2029 年左
右开始发射下一代北斗系统组网
卫星；2035 年完成下一代北斗系
统建设。”杨长风表示。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采取单
一轨道星座构型相比，“混合式”
星 座 是 独 树 一 帜 的“ 中 国 方
案”——北斗二号首创以地球静
止轨道和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为骨干，兼有中圆轨道卫星的混
合星座。北斗三号由24颗中圆轨
道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组成，
为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供了
全新范式。

“下一代北斗系统将优化星
座架构，形成高中低轨混合星座，

全面提升时空基准维持精度和自
主运行能力，持续提升服务性
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
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总
设计师谢军说。

此外，下一代北斗系统还将
建设集成高效的一体化地面系
统，实现资源弹性调度、数据共享
使用、业务连续运行；覆盖地表至
深空的各类用户终端，以及与其
他不依赖卫星的定位导航授时手
段融合的各类用户终端，实现用
户多场景、高精度、智能化使用。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
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自 1994 年
立项30年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球的阶梯
式、跨越式迈进，突破了一大批核
心关键技术，研发了一系列自主可
控产品，建成了一大批先进制造研
发设施，全面实现“三步走”战略发
展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为全球公共服务基础
设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我国计划2035年建成下一代北斗系统
2029年左右开始发射组网卫星

11月28日，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礼兵准备将殓放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从棺椁摆
放区护送上车。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新华社沈阳11月28日
电（记者黎云 李秉宣）第十
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迎回仪式 28 日在沈
阳举行。43位志愿军烈士遗
骸及495件遗物由我空军专
机从韩国接回至辽宁沈阳，
回到祖国怀抱。

12 时 07 分，一架空军
运-20专机缓缓降落在沈阳
桃仙国际机场。空军两架歼-
20战斗机在专机进入中国领
空后为专机伴飞护航，并在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上空通场
飞行，向志愿军烈士致以崇
高敬意。专机降落后，沈阳桃
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
礼仪迎接志愿军烈士回家。

12 时 50 分，第十一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迎回仪式在机场举行，
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
部长裴金佳主持。中央宣传
部、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
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市
委、市政府，驻沈解放军、武
警部队等负责同志，抗美援
朝烈士家属代表、航天英雄
代表、奥运冠军代表、文艺
工作者代表，以及中央和国
家机关青年干部代表、部队
官兵代表、港澳台师生代
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近
1000人参加。仪式现场气氛

庄重，殓放烈士遗骸的棺椁
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现场全体人员向
烈士遗骸三鞠躬。

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
士遗骸棺椁在 48 辆警用摩
托组成的骑警车队护卫下，
由6辆军用运输车送往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沈阳各
界群众沿途列队迎接英雄回
家，并在各交通要点、营运车
辆和主要建筑打出向英雄致
敬的标语。

根据安排，第十一批在
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安葬仪式将于11月29日10
时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志愿军烈士纪念广场举行。

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迎回仪式在沈阳举行

从每片 2.43 元降至 2.11
元——在今年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谈判中，难治性癫痫“救
命药”氯巴占片在半小时之内
就实现了药企与医保部门的

“双向奔赴”，为需要长期服药
的罕见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11 月 28 日，国家医保局
发布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目录新增91种药品，其
中有卡度尼利单抗注射液等
26种肿瘤用药、利鲁唑口服混
悬液等13种罕见病用药以及
15种慢性病用药，药品总数增
至3159种。

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
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第七
次调整。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
报销因素，预计2025年，新版
目录实施将为患者减负超500
亿元。

每一种新药进入医保，都
意味着患者家庭少一分负担、
多一分希望。此次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有哪些新看点？

——用药保障再升级，结
构更“优”了。

每天服药，是许多高胆固
醇血症患者长期以来承受的
压力。今年医保药品目录新增
的药品，提供更多用药便利：
我国一款治疗血脂异常的创
新药托莱西单抗注射液纳入
医保，患者可以灵活选择2至
6周注射一次。

每天扎一针，是许多糖尿
病患者面临的烦恼。今年医保
药品目录新增的药品中，一款
治疗成人 2 型糖尿病的创新
药，一周仅需注射一次。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不仅
关注罕见病等少数群体，也在
不断解决常见慢性病患者的
用药之忧。

聚焦群众所需，医保药品

目录有“加法”，也做“减法”。
此次调整调出了43种临床已
替代或临床价值不高、长期未
生产供应的药品，让医保药品
目录更合理。

专家强调，医保药品目录
重在科学调整，不是简单的

“价低者得”。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

长黄心宇表示，本次调整后，肿
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
等领域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
升，在不显著增加基金支出的
前提下，将更多填补目录保障
短板或者提升疗效的品种纳入
目录，实现“提质不提价”。

——创新药比例再提升，
“救急药”更新了。

宫颈癌，女性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如何更好呵护

“她”健康？
一款用于治疗复发或转

移性宫颈癌的药品，6月下旬
拿到国家药监局批件，又幸运
地进入了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速度之快，让企业方谈判代表
深感意外：“希望更多新药能
够更快服务患者。”

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中，创新药的谈判成功率超过
了90%，较总体成功率高16个
百分点。新增的91种药品中，
90种为5年内新上市品种。其
中，38 种是“全球新”的创新
药，无论比例还是绝对数量，
都创历年新高。

如今，经过七轮调整，累
计已有 149 种创新药纳入医
保药品目录。国家医保局医保
中心副主任王国栋表示，新药

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速
度不断加快，让参保群众能够
及时享受医保改革及医药创
新带来的红利。

更多创新药进医保的背
后，是我国医药创新的蓬勃发
展。2018年至2023年我国1类
创新药获批上市数量整体上呈
现上升趋势，2023年获批数量
达35种，是2018年的4倍以上。

——推动目录高效落地，
确保患者能“真用上”。

新药进了医保，还要能走
进千家万户。

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家医保
局等部门对药品的配备使用、新
药推介、管理监督等提出具体要
求，以确保目录真正落地见效，
更好满足患者合理需求。

此外，通过“双通道”管理
机制，一些原来主要在大型医
院供应的医保谈判药品，目前
可以在全国10余万家医保定
点药店销售并纳入医保报销。

此次谈判协议中，国家医
保局还要求企业在目录落地
前，全部落实药品追溯码，实
现全程“可追溯”，进一步强化
配备和供应情况监测，确保药
品可及性得到提升。

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协
议期内谈判药品累计受益8.3
亿人次，累计为患者减负超
8800亿元，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实实在在惠及患者。

小药片连着大民生。更科
学、更有温度的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将为亿万百姓带来
更多健康“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91种新药进国家医保

小药片连着大民生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际贸
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
增长点。为促进数字贸易改革

创新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和数
字经济深度融合，经党中央、
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关于数字
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为

塑造对外贸易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贸
易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全文
详见云邵阳新闻客户端）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