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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政策法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
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
业工作的通知》，提出 11 项政策
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创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
促进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通知的
一大重点举措是合并实施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和一次性扩岗
补助政策。对招用符合条件的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及登记失业青年
的企业，可发放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执行至2025年12月31
日。

先进制造业是青年就业的重
点行业之一，通知明确实施先进
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这一举措，
将开展先进制造业职业体验活
动，建立先进制造业企业集群职
称评审“绿色通道”等。

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
集计划，这一举措将支持企业、

政府投资项目、事业单位开展就
业见习，在今明两年每年募集不
少于10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

就业困难青年帮扶也有新
举措。通知要求强化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实名帮扶，建立实名台
账，普遍提供至少1次政策宣介、
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及1
次培训或见习机会。强化困难
高校毕业生结对帮扶，及时将脱
贫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长
期失业青年、求职补贴发放对象

纳入帮扶台账，针对性提供高质
量岗位信息。

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通知还提
出延续实施国有企业增人增资
政策、鼓励引导基层一线就业、
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大规
模组织招聘对接服务、强化青年
求职能力训练和学徒培训、高效
办成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加
强就业权益维护等7项举措。

据（新华社）

促进青年就业创业11项举措发布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健全机制持
续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
城乡基层下沉有关情况，并答记者
问。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3年，全国2062家县医
院参加了县医院能力评估，覆盖了
全国98.6%的县域，其中有1894家县
医院达到了二级以上医院服务能
力。另外还有1163家医院达到三级
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县域医疗能力
得到了很大提升。

该负责人表示，国家卫生健康

委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
工作方针，坚持以基层为重点，统筹
各类资源为基层服务。在这个过程
中，注意以县医院能力为重点来加
强多种支援形式，包括城市支援农
村的各种措施，具体有以下几个方
式：

一是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展医疗
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的工作。通过“以市担责、以
院包院”这种方式，采取师傅带徒
弟、团队带团队的方式，帮助受帮扶
医院培养综合管理和专业技术人

才，提升综合能力。目前，已经有
148 家重点帮扶医院达到了二级以
上医院服务能力，其中有 67 家达到
了三级医院的服务能力。

二是持续开展三级医院对口帮
扶工作。组织全国1173家三级医院
对口帮扶940个县的1496家县级医
院，帮助县医院建强一批临床专科，
带出一批专业骨干，填补一批技术
空白，完善一批管理制度，目前85%
的对口帮扶县医院达到了二级以上
医院服务能力，其中44%达到了三级
医院服务能力，较2020年分别增长6

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
三是自 2005 年起，组织实施万

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累计派
驻超过 8 万名三级医院医务人员在
县医院支持工作，另外自2011年起，
组织国家卫生健康委委属、管医院
组织国家医疗队开展巡回医疗，到
现在已经累计派出 170 支国家医疗
队超过 1000 名医务人员，以县乡为
重点，开展疾病诊疗、健康宣教、人
员培训等巡回医疗工作，把优质医
疗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

据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于近日
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机制推动城
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
下沉的通知》，通过深化城市医院支
援县级医院工作，组织城市医院支
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部署县级以
上医院支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开展县乡村巡回医疗，利用信息
化手段连通各级医疗机构等一系列
措施，进一步提升县级医院和城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更
好地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据（农民日报）

国家卫健委

统筹各类资源提升县域医疗能力

（上接01版）昔日盐碱地，今日米粮
川。在大安市海坨乡中科佰澳格霖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
经过精心治理的万亩盐碱地已是碧
波荡漾的水田。在这片土地上，春
耕、秋收全程机械化，田间管理由大
数据云平台实时监控，人工操作从
传统的田间地头，转移到了电脑前、
遥控手柄旁。

“以前这里基本寸草不生。”公
司执行总裁孟宪东说，通过采取交
换排碱、增碳培肥、淡化表层的水稻
生产一体化技术，改良土壤种植层，
做到当年改、当年种、当年稳产丰
产，每公顷能产粮 1.2 万斤以上，达
到中高产田水平。

针对不同田间管理需求，公司
研发了“精农云”“蓝鲸云”两套智能
系统，一个监测苗情，一个监测水
情，用数据代替经验，以设备代替人

力，实施精准精细管理，建立全链
条信息化服务，为种粮挑上“金扁
担”。

一年变良田，两年夺高产。科
技的力量将盐碱地逐步改变为有高
效利用价值的土地资源。2023 年，
吉林新增盐碱地改造耕地 25.4 万
亩，力争到2030年新增耕地200万亩
以上。

向农业技术要产量，今年，吉林
全环节全链条挖掘“耕种管收”“地
种肥药”增产潜力，大力推行“水肥
一体化+密植”“一喷多促+密植”等
重大增产技术，加快筛选更多耐密、
耐盐碱突破性品种，集成运用病虫
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等增产增效
手段，加快智能免耕播种机、粮食烘
干机等研发创制，补齐坡地小型农
机、多维移动无人驾驶农机等短板，
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

础。

小小“土特产”富民“大产业”

稳住粮食“压舱石”，丰富百姓
“菜篮子”。

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吉林
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利用地上地下、
水上水下、山上山下等各种农业资
源，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
多业并举、产加销贯通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的粮仓肉库、
百姓的中央厨房。

走进安图县两江镇白河村长白
山野生道地中药材抚育基地，升麻、
龙胆等中药材幼苗长势喜人，农户
们正在地里忙着给药材松土、除
草。基地总面积100公顷，目前已建
设15公顷，种植贝母、红菇娘等药材
20多种。

“老百姓在农闲的时候到地里
除草，每天能挣 150 元，每户一年收
入一万元左右，也不耽误自家地种
植管理。”白河村党支部书记张传祥
说。

在长春市双阳区，梅花鹿存栏
量达到了 37 万只、鹿业全产业链产
值在2023年突破120亿元，成为当地
支柱产业。为进一步推进梅花鹿产
业发展，近日，双阳区举办了第十届
梅花鹿节暨首届鹿产业博览会，吸
引了40家加工企业和200多家销售
公司。

“希望通过合作，在未来的生产
和销售上，将我们‘中国梅花鹿之乡’
的产品，带到世界各地。”吉林省鹿
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东泽
说。

让小小“土特产”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大产业，2023 年，全省梅花

鹿饲养量达 78 万只、鹿茸产量达
1111.5 吨，居全国第 1 位；人参产
量达 3.4 万吨，居全国首位；黑木
耳产量达 118.4 万吨，居全国第 2
位；棚室面积达到 76.4 万亩，省级

“菜篮子”应急保障基地达到 178
家。

今年，吉林统筹推进参、菌、鹿、
蛙等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规模化
经营、全产业链发展，实行高品质人
参“一参一码”，加快推动人参产业
综合产值突破千亿元，保持黑木耳、
鹿茸、桑黄等产业规模在全国领先
地位。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追梦现
代化大农业，我们大步向前。扛起
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吉林义
不容辞。东北大粮仓将更加丰硕，

“中国饭碗”将装满更多吉林“优质
粮”。

日前，从交通
运输部获悉，我国
正推进实施新一轮
农 村 公 路 提 升 行
动，并将采取多重
举措推进新一轮农
村 公 路 建 设 和 改
造，不断完善农村
公路网络和沿线服
务设施，进一步提
高农村公路安全防
护水平和运输服务
能力。

农村公路是农
村地区覆盖范围最
广、服务人口最多、
公益性最强的交通
基 础 设 施 。 近 年
来，我国持续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
设，农村公路覆盖
范围、通达深度显
著提高。截至2023
年底，我国农村公
路总里程达 460 万
公里，较 2014 年底
增长18.5%，其中沥
青、水泥路比例达
到91.8%，实现了具
备条件的乡镇和建
制 村 全 部 通 硬 化
路。2024 年 1 月至
4月份，我国农村公
路新改建里程 2 万
公里。

推进农村公路
建设，在补齐农村
交通基础设施短板
的同时，也对拉动

农村投资、客车运输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4年1月至4月份，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1092.7亿元。近10年来，全国
新增1000余个乡镇和5万余个建制村通客
车，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
客车、通邮，一半以上的建制村通了公交。
全国超 1100 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
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1万
余条，客车年代运邮件快件超2亿件。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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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6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共有700余种药品新增进入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越来越多慢性病、
罕见病等药品被纳入，更多患者
在用得上药的同时用得起药。

今年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已正式启动。国家医
保局日前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
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
累计有 700 余种救急救命的好
药、创新药等进入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包括通过谈判新增的 446
个药品，其中大部分为近年来新
上市、临床价值高的药品。目前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西药和中
成药数量增加至3088种。

新药好药不断纳入医保。
2020年新增替雷利珠单抗、

仑伐替尼等17种抗癌药；2021年
新 增 治 疗 脊 髓 性 肌 萎 缩 症
（SMA）的重要药品诺西那生钠

注射液；2023年的目录调整覆盖
了16个罕见病病种，填补了10个
病种的用药保障空白，戈谢病、
重症肌无力等疾病治疗用药被
纳入目录……肿瘤、慢性病、罕
见病等药品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新药进目录的速度不断加
快。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新药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目录
的时间，已从原来的 5 年多缩短
到现在的1年多，80%的创新药能
够在上市后两年内进入医保药
品目录。

目录内药品价格更趋合理。
谈判竞价是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的关键一环。医保方
和企业方围绕“价格”反复博
弈。2023 年，143 个目录外药品
参与谈判或竞价，其中 121 个药
品谈判或竞价成功，平均降价
61.7%。

一些“高价救命药”在经过
“灵魂砍价”后被纳入医保，为许
多家庭带来希望。在 2021 年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中，诺西那生钠
注射液经谈判后，从每针70万元
降至3万余元，被纳入医保。

肿瘤治疗药物持续更新。
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对
2018 年抗癌药专项准入谈判中
的14种独家药品，按规则进行了
续约或再次谈判，平均降幅为
14.95%，其中个别一线抗癌药降
幅超过60%。到2023年，目录中
肿瘤靶向药的数量已达74个。

患者看病负担减轻实实在
在。

2022 年，147 个目录外药品
参与谈判和竞价（含原目录内药
品续约谈判），总体成功率达
82.3%。谈判和竞价新准入的药
品，价格平均降幅达 60.1%。协
议期内 275 种谈判药报销 1.8 亿

人次。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
销，年内累计为患者减负2100余
亿元。

6 轮 调 整 ，药 品“ 有 进 有
出”。经过多次调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已累计调出395个疗效
不确切、易滥用、临床被淘汰或
者即将退市的药品。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的调整将更加关注药品
供应保障情况的监测与管理，提
升医保药品的可及性。在调出品
种的范围方面，将近3年未向医保
定点医药机构供应的常规目录药
品，以及未按协议约定保障市场
供应的谈判药品列为重点考虑的
情形，强化供应保障管理。

今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将于 11 月完成谈判并公布结
果。期待更多好药进入医保，切
实缓解百姓看病后顾之忧。

据（新华社）

700余种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