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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目录调整关系着每一名参保人。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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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文件征求意见，这意味着今
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即将正式启动。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医保报销？谈判药
品协议到期后如何续约？这些都能在工作
方案中找到“答案”。

更多罕见病用药、儿童药品
等有望进医保

根据工作方案，目录外 6类药品可以申
报参加 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包括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经国家药监
部门批准的新通用名药品、适应症或功能主
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新冠肺炎相关治疗
药品等。

与去年相比，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新
增了儿童药品、仿制药品等。其中，儿童药
品范围应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印发的三批
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中，仿制药品应
在两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

“更多儿童用药进医保，能够减轻患者

用药负担。”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委邹丽
萍认为，这也将对医药市场起到引导作用，
鼓励更多企业专注儿童用药研发，为患者带
来福音。

在 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曾经
每针 70万元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诺
西那生钠注射液经医保谈判后，以 3万余元
被纳入医保，罕见病患者用药引发更多关
注。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 60余种罕见病用
药获批上市，其中 40余种进入国家医保目
录，涉及 25种疾病。

工作方案明确，2022年 6月 30日前经
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品
可以申报今年的医保谈判，申报药品的说明
书适应症中要包含有《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所收录罕见病。

分类对谈判协议到期药品
进行续约

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过程中，药品谈判
的“灵魂砍价”备受关注。医保部门与医药
企业就药品支付标准进行磋商，并根据结果

直接决定该药品是否能进医保、以什么价格
进医保。2021年，经谈判进医保的目录外独
家药品有 67个，平均降价 61.71%。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
法》，原则上谈判药品协议有效期为 2年。
协议期满后，对协议期内医保基金实际支出
与谈判前企业提交的预算影响进行分析对
比，按差异程度降价，并续签协议。

《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征求意见稿）》提
出了纳入常规目录管理、简易续约和重新谈
判三种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并对三种续约方
式进行详细规定。

根据往年续约结果可以发现，经过谈判
续约成功的药品在价格上往往更具优势。
如 2019年 27个经过谈判成功续约的药品，
价格平均降幅 26.4%；2020年 14种独家药品
按规则进行了续约或再次谈判，平均降价
14.95%。

充分发挥医保基金的杠杆
作用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 4次开展医
保目录准入谈判，累计将 250种药品通过谈

判新增进入目录，价格平均降幅超过 50%。
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2021年累计为患
者减负约 1500亿元。

在坚持动态调整医保目录的基础上，医
保目录调整也在进行更多尝试与探索。

此次工作方案首次提出，拟纳入医保目
录的非独家药品，采用竞价等方式同步确定
医保支付标准。

《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征求意见稿）》
提出，企业报价不能高于申报截止日前 2年
内有效的省级最低中标价和申报时提交的
市场零售价格，并将报价与医保支付意愿进
行对比；对于通过竞价纳入医保的非独家药
品，取各企业报价中最低者，作为该种药品
支付标准。

有专家表示，这将更加充分发挥医保基
金杠杆作用，对药品使用结构和市场价格机
制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减轻患者用药负
担。

此外，今年的工作方案明确将独家药品
的认定时间定为 2022年 6月 30日，这将更
好实现新药审批与进医保的“无缝衔接”，鼓
励新药研发创制。 新华社

16日上午 10时 53分，新疆和田站，一列满载
乘客的火车缓缓驶出，一路向东。从和田到若羌
的和若铁路正式通车。

和若铁路与格库铁路、南疆铁路“牵手”，意
味着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线正式形成闭环，这
也是世界上首条环沙漠铁路线，长达 2712公里。

这条铁路是如何“炼”成的？“新华视点”记者
进行了深入采访。

设计方案如何定？

和若铁路于 2018年底正式开工建设，西起
新疆南部和田地区和田市，东至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若羌县，全长 825公里，设计时速 120公里，
共设和田、洛浦、策勒、于田等 22个站点。

动工前，是耗时 8年多的勘察设计。塔克拉
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
动沙漠。和若铁路约四分之三的路段穿越流动
沙漠。如何防风固沙、有效解决风沙危害，是世
界性的铁路建设难题。

“勘察设计中，我们重点突出的是生态环保
理念。”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和若铁路总设计师
杨宝荣说，既兼顾路网的衔接和沿线经济发展的
要求，也致力于把对沿线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并且让整个铁路的投资和方案的可实施性达到
最优。

“就在和田和若羌之间，我们研究了几十条
不同走向的设计方案，累积研究长度达上万公
里，最终确定了目前 825公里的线路方案。”杨宝
荣说，尽量绕避区域内严重风沙危害地段和生态
脆弱敏感地带。

如何防风沙？

风沙始终是避不开、绕不过的课题。
“我们不怕冷不怕热，就怕风沙，六级以上就

不能施工了，黑沙暴一来，可能几天都白干了。”
新疆和若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尽忠告
诉记者，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团队一边用详尽
的沙尘暴日记排开工期，一边探索创新施工方
式，最大限度减少风沙影响。

建设者采取“阻沙障+草方格”的方式，用芦
苇、稻草等建立了高低结合的多层阻沙体系。每
层阻沙障都留有适当空隙，防止由于过密形成

“阻风墙”而难以抵挡强风。在阻沙障与草方格
之间，种植了易于在沙漠生长的梭梭、红柳、胡杨
等植物。未来，这些植物将在铁路两侧形成永久
性防风固沙林带。

在“生命禁区”培根固苗，还要保证幼苗较高
的成活率，中国中铁大桥局和若项目总工程师吴
江林带着技术人员总结形成“护、取、时、养”经验
做法，在幼苗选育、种植时节、灌溉养护等方面做
足功课、下足功夫。为摆脱戈壁滩盐碱地种植树
苗成活率低的困境，中铁一局采取树坑换土种
植，即树苗种到哪儿，土壤就换到哪儿，和盐碱的
增长速度赛跑，有效提高了植物成活率。

1000多个施工日夜里，建设者在和若铁路沿
线共修建草方格近 5000万平方米，种植梭梭、红
柳、沙棘等灌木和乔木近 1300万株，林带覆盖面
积超过 11万亩。这条长 300公里的“绿色走廊”
已成为防风沙的屏障。

在风沙特别严重的地段，和若铁路采取“以桥代路”的设计方案，建成总
长达 49.7公里的过沙桥 5座，让风沙能够从桥下穿过，减少对线路和列车运
行的影响。

依木拉克特大桥是全线唯一一座全沙漠地形施工桥梁，也是全线最长
的过沙桥。负责该大桥建设的中铁十四局五公司副总经理张刚介绍，受沙
漠地形影响，物料运输极为不便，两个桥墩之间的单片梁重达 150吨，汽车
运输无法实现。建设者优化施工方案，采取架桥、铺轨交替施工的方式，通
过已铺设好的铁路轨道将建材运输到施工一线，既提升了施工效率又保障
运输安全。

为了建好过沙桥，建设者们还使用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应用技术，改变了
以往现场浇筑桥墩的做法。中国中铁北京工程局和若铁路项目总工程师王勃
告诉记者，采用装配式桥墩，既解决沙漠缺水难题，也减轻风沙对施工影响。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修铁路，建设者要面对沙尘暴的侵袭和施工材料、施
工用水紧缺等各类挑战。在这里，稍微起风，便是漫天扬尘，所到之处，遮天
蔽日，年浮尘天气多达 90天。每年 5月至 9月，正午最高温度可达 40摄氏度，
施工现场的沙漠地表温度可达 80摄氏度。

“三万步、十斤汗，抱着水壶满场转；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沙子现场跑。”
这是建设者的工作日常。

如何助力当地发展？

和若铁路通车，结束了和田地区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和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历史。和田至若羌、库尔勒、乌鲁木齐最
快分别 11小时 26分、17小时 50分、24小时 23分可达。

同时，作为便捷的物流通道，和若铁路将安排开行货物列车 8列，沿线棉
花、核桃、红枣、矿产等可通过铁路直通疆外。

坐上首发列车的买买提依布热依木·买买提明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所在的策勒县策勒乡巴什玉吉买村是远近闻名的石榴产业村。“终于通车
了，激动！”他说，这条铁路的开通，会让我们的石榴走得更远。

侯朝茹 22年前从河北保定学院毕业后到且末任教，她先乘火车再转汽
车，经 5天 4夜才到达且末。她说：“现在回家乡的方式有了新选择，老乡们出
行更通畅了，孩子们走出沙漠也更容易了。”

“环沙漠铁路打开人流、物流新通道，沿线丰富的物产和旅游风光将走进
更多人视野，促进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经济繁荣。”民丰县基层干部李涛表
示，和若铁路将为尼雅遗址、安迪尔古城等地带来更多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
发展。 新华社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复杂多变，客
观上对困难群众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6月
17日，国新办举行困难群众帮扶有关工作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围绕进一步加大困难
群众救助帮扶力度，兜牢基本民生底线相关
工作展开介绍。

对因疫遇困群众加大临时
救助力度

为帮助因疫遇困群众渡过生活难关，近
期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保障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指导各地综
合考虑困难群众需求、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以及疫情影响，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各项工作。

在此次吹风会上，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
对相关部署安排进行了介绍。

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通知要求，在
原来的生活补助基础上增发一次性生活补
贴，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降低；

聚焦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
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
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
人员，通知明确，可以在务工地或者经常居
住地申请获得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聚焦物价变动，通知强调，当物价上涨
达到启动条件时，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
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按时足额发
放价格临时补贴。

资金保障是推动相关政策落实到位的
关键。唐承沛介绍，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已经
下拨了 2022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资金 1546.8亿元，比去年增加了 70.6亿元。

“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的高度关心。”唐承沛表示，“下一步，
我们要强化资金监管，指导各地用足用好困
难群众救助资金。”

阶段性缓缴医保、社保费
用，助力企业纾困稳岗

今年以来，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部
分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影响员工稳定就
业。

针对这一问题，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地区，允许中小微
企业缓缴 3个月的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在吹风会上
介绍，该项政策预计缓缴资金规模约 1500
亿元。缓缴措施免申即享，不需要每个企业
再到医保经办部门去提供申请材料。

该项政策出台充分考虑了医保基金的
承受能力。据陈金甫介绍，2021年全国基本
医保基金收入 2.8万亿元，支出 2.4万亿元。
职工统筹基金累计结余 1.7万亿元，全国绝
大多数统筹地区可支付的月数都在 6个月
以上。因此，当前医保基金能够做到缓缴期
间报销水平不降低，确保应保尽保、应享尽
享、应报尽报、应结尽结。

此前，我国已出台了阶段性缓缴企业养
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相关政策。
人社部副部长李忠介绍，通过扩大政策的实
施范围，延长实施期限，加大稳岗支持力度，
有利于缓解企业当期资金压力，帮助企业渡
过暂时难关。

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方面，李忠指
出，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抗风险
能力较弱、当前参保缴费压力较大的情况，
人社部明确，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如果今年缴
纳养老保险费有困难，可以自愿暂缓缴费，
未缴费月度可于明年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
年限累计计算，不影响今后退休待遇。

优化帮扶流程，及时响应困
难群众的求助需求

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及时响应困难群众
的求助需求，做到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唐承沛介绍，民政部门建立健全主动发
现机制，在困难群众自主求助的同时，采取

“大数据+铁脚板”等多种方式，主动发现需
要救助的困难群众，力求由“人找政策”到

“政策找人”。此外，民政部门将进一步畅通
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等困难群众自主求助渠
道。对目前全国已开通的 3700多条社会救
助服务热线加强热线值守，提高办理效率，
做到及时受理，快速响应。

在积极推进异地救助方面，唐承沛强
调，要落实临时救助“先行救助”“分级审
批”等政策规定，对于在非户籍地因疫情影
响陷入临时困境的群众，由急难发生地直
接实施临时救助，切实为群众救急解难。

在创新医保经办服务方面，陈金甫指
出，国家医保局引导医保经办机构推进高频
次服务项目“跨省通办”，对一些慢病患者用
药实行“长处方”报销，按规定做好“互联
网+”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对因疫情影响
到参保人员报销的情况，按照规定进行事后
补报。此外，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截至 5月底已经惠及 3479万
人次，进一步减轻群众负担。 新华社

疾病预防控制事关人民生命健康，事关
公共卫生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 17日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已建成全球最大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
网络，多种“疫苗可预防传染病”降至历史最
低水平，艾滋病病死率、结核病发病率显著
下降，“乙肝大国”摘帽……十年来，我国重
大疾病防控水平不断提高。

筑牢公共卫生监测网

新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提出
坚持“预防为主”，多举措完善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筑牢严密的公共卫
生监测网是首要任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
视员雷正龙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
断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制、体系建设。我国
已建成全球最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疾
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网络，重点地方病和
饮用水水质监测网络覆盖到全国所有乡镇，
以近视为主的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危害因素
监测与干预体系日趋完善。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各级疾
控机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雷正龙说，目
前，全国有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中心共
3376家，卫生技术人员达 15.8万人，实验室
检测水平不断提高。

重大传染病和慢病防治稳
步推进

重大传染病、地方病防治攻坚是公共
卫生及健康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雷正龙
说，全国传染病疫情总体保持稳中有降，我
国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
置。

同时，我国艾滋病病死率、结核病报告
发病率显著下降，其中，四川省凉山州艾滋
病治疗覆盖率从 41.1%提升至 94.8%，新发
感染率从 0.064%下降至 0.02%。我国还获
得世界卫生组织国家消除疟疾认证，所有血
吸虫病流行县达到传播控制标准，重点地方
病区县总体消除率达到 99.9%。

另一方面，我国慢性病防治稳步推进。
《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专题报告》

数据显示，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
重大慢性病占我国疾病经济负担超 90%。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降低重
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过去十年，我国累计建成 488个国家
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国家卫生健康
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说，在慢性病的早
防早筛早诊早治方面，依托国家重大公共
卫生项目，目前每年向 400多万高发地区
居民提供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早期筛查
干预惠民服务。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重大
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从 2015年的 18.5%下降
至 2021年的 15.3%，下降超过 3个百分点，
降幅达 17.3%。

免疫规划加大保障

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手
段，随着政府及中央财政保障力度持续加
大，我国免疫规划事业成效显著、影响广泛。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当前，我国中央财政投入每年超 40亿元
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疫苗，可预防的传
染病已达到 15种。目前，我国适龄儿童国
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0%以上，多
种“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已降至历史最低水
平。

为构建免疫规划制度保障，2019年，我
国出台了全球首部疫苗管理法，制定修订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等一系列文件，全面构
建了疫苗和预防接种的管理制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
通过接种疫苗，实施国家免疫规划，有效地
控制了疫苗针对传染病发病。通过口服小
儿麻痹糖丸，自 1995年后，我国阻断了本土
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使成千上万孩子避
免了肢体残疾；2012年我国实现消除新生儿
破伤风目标；2014年我国提前实现世界卫生
组织西太区乙肝控制目标……

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坚持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以规划和专项行动为抓
手，加强部门协作，加大社会动员，推动各项
防控措施落地见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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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6日，和若铁路首趟列车缓缓驶出新疆和田火车站。当日，满载乘客
的 5818次列车从新疆和田站驶出，和若铁路开通运营。和若铁路与南疆铁路、
格库铁路构成一条全长 2712公里的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线。自此，世界首
条环沙漠铁路线建成。 新华社记者 丁 磊 摄

4月25日，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给儿童接种疫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