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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药品目录品种范围全国基本统一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彭韵佳、徐

鹏航）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
黄心宇在11日举行的2024年上半年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品种范围实现全国基本统一，目录内
西药和中成药由国家层面统一确定和管
理，各地不作调整，支付范围全国统一。

“这不仅体现了制度公平，也有利
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工作。”黄心宇

说，药品目录是医保基金所支付费用的
药品范围，目录内品种包括西药、中成
药、中药饮片等。现行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中，共计有3088种西药和中成药，
以及892种中药饮片。

黄心宇介绍，国家医保局成立后，
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每年将一些新上
市的新药、好药增补进入目录，已累计
纳入药品744种，目录内西药和中成药

数量从2017年的2535种，增加至目前
的 3088 种，保障水平显著提升。统计
显示，目前全国公立医院采购的药品
中，目录内品种的采购金额占比已超过
90%。

此外，通过谈判等措施引导目录内
药品价格回归合理，减轻患者负担。黄
心宇介绍，2024 年 1 月至 2 月，医保基
金已为 397 个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支付

154.5亿元，3950万人次从中受益。
“以用于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和原发

性高血压的药物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
为例，进医保目录前，该药日均治疗费
用近70元。”黄心宇说，2019年准入谈
判及两次续约后，现个人日均治疗费用
经基本医保报销后不足 5 元，初步统
计，今年 1 月至 2 月已有超过 500 万人
次获益。

据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
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丁一磊日前在
2024 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集采实施几年来，医药产业研发创
新动力强劲，医药工业全行业研发投
入年均增长23%。

“2023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
创新药有40个品种。”丁一磊说，这说
明了集采后医药行业并没有放慢创新
脚步，反而更加明确发展战略和趋势

定位，加速向创新转型。
据介绍，已开展的 9 批国家组织

药品集采有1600多个产品中选，其中
国产仿制药占 96%，原研药开始出现

“量价双降”，国内用药格局逐渐回归
药品本身价值规律，让群众受益。

“在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中，高价
格不一定带来真创新。”丁一磊说，过
去药价中约30%至40%是销售推广费
用，高价格获得的收入并没有用于创

新、质量提升，而是成为流通环节的
“水分”。

“集采中选产品可直接带量进医
院，从机制上跳过行业中所谓的客情
维护等，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行业环
境。”丁一磊介绍，在患者对疾病支付
能力和医保基金“大盘子”有限的前提
下，集采挤出“老药”价格水分，能够发
挥“腾笼换鸟”效应，为更多新药好药
纳入医保腾出空间。

4月11日，工人在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
馆展厅布展。

近日，位于秦皇
岛市山海关区角山长
城脚下的中国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重点
工程——山海关中国
长城博物馆项目进入
陈列布展阶段。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邹多为、唐诗凝）面对依然
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外贸开局
有力、起势良好。根据海关总署
12日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17
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
口5.74万亿元，增长4.9%；进口
4.43万亿元，增长5%。

“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
突破10万亿元，进出口增速创6
个季度以来新高。”海关总署副
署长王令浚在当天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季度我
国外贸发展“质升”特征持续显
现，有效巩固了“量稳”势头。

看出口，优势稳固。一季
度，包括电脑、汽车、船舶在内的
机电产品共计出口3.39万亿元，
同比增长6.8%，占出口总值的
59.2%；包括纺织服装、塑料制
品、家具在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9757.2亿元，增长9.1%。

看企业，活力迸发。一季
度，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
业数量同比增加8.8%。其中，
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分
别增加10.4%、1%，国有企业进
出口规模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值。

看区域，各显所长。东部地
区勇挑重担，一季度出口、进口
增速分别高于整体2.7个、1.2个
百分点。中部地区高端装备、电
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 42.6%、
107.3%。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
业转移，加工贸易进出口由降转
增。东北地区一季度进出口规
模首次突破3000亿元。

看伙伴，多元并进。传统市
场方面，一季度，我国对欧盟、美
国、韩国和日本分别进出口1.27
万亿元、1.07万亿元、5354.8亿
元、5182亿元，合计占进出口总
值的33.4%。新兴市场方面，同
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4.8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占进出口总值的47.4%，
同比提升0.2个百分点。其中，
对东盟进出口增长6.4%，对其
他 9 个金砖国家进出口增长
11.3%。

2024 年劳动节放假安排
来了，5月1日（星期三）至5月
5 日（星期日）放假调休，共 5
天。4月28日（星期日）、5月11
日（星期六）上班。

（中国政府网）

AI时代，经典阅读变得更重要

陈列布展

集采后医药工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3%
放假安排来了

劳动节连休5天

本报讯（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
者侯艳宁、宋梦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的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
具影响力和潜力的技术之一，也是未来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人工智能时代，
阅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经
典阅读显得尤为重要，这是4月11日在
雄安新区举行的第二届“典耀中华”阅
读大会暨第六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启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的共同心声。

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即使满地珍珠，低头却发现不了。”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顾青在阅
读大会上分享观点时提到，大众已经习
惯碎片化的浅阅读方式，互联网的大数
据推送让阅读变得被动，长此以往，人类
辨别真伪、明辨是非的能力受到影响。
他提倡要经典阅读、深度阅读，让阅读回
归本真和初心，“读经典就好比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习得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经
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
家张清华也深感AI飞速发展对阅读带

来的变化，“AI的前景令人向往，但也充
满担心。希望未来的人工智能在传承
一切科学能力的情况下，也能够传承人
文精神。”张清华以《红楼梦》为例，阐释
了何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今天再读
这样的作品，就会看到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

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大学文学讲
习所教授李洱用杜甫诗歌在唐宋时期
作为经典的确立过程，讲述了在与世界
文学经典的对比中，更能看清我们的文
脉，我们应该继承文脉、学习经典，也需
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青少年经典阅读尤为重要
青少年是经典阅读的主力军，对信

息技术有着天然的接受能力，在人工智
能时代，青少年的阅读方式也发生着变
革。今年央视春晚，全球华人与李白实
现了一起“诗酒趁年华”。在每个中国
人的文化基因里，从还不识字时就会吟
诵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意
境，这种经典诵读传承数千年。在今天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传统文化之美具
象化、可感知，实现身临其境的在场感，

让传统文化有了多元的承载方式。
李洱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以他

在北京大学的教学经验来看，不少学生
都可以阅读海外的原版著作，在信息技
术的加持下，我们的阅读更加便利广
泛，但要坚持经典阅读。他认为青少年
既可以阅读《老残游记》《儒林外史》这
些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要广泛涉猎狄
更斯、巴尔扎克、雨果等世界知名作家
的现实主义名篇。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
一直关心乡村儿童的阅读，他认为乡村
儿童阅读应当成为全民阅读工作的重
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都会发
布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乡村儿童在
阅读数量、阅读时长、喜欢读书的比例
上，都低于城镇儿童，农村居民家庭藏
书量和乡村公共图书馆、书店的数量都
低于城镇。虽然信息技术日益发达，乡
村儿童通过互联网进行经典阅读很便
利，但短视频、网络游戏对孩子们有极
大的吸引力，让经典阅读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和竞争。他呼吁发挥学校、农家书
屋、家庭、志愿者等全方位的力量，扎实
推进乡村儿童经典阅读。

同比增长5%
我国外贸起势良好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