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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1 日，在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医保政务服务分中心，工作人
员给居民讲解医保政策。 新华社发（秦廷富 摄）

医 保 码 一 键 关 联 ，就 能 实 现 挂
号、付费、取报告等全流程应用；“比
价 神 器 ”让 消 费 者 轻 松 比 对 药 品 价
格、精准导航药店地址；大数据监管，
让欺诈骗保和“回流药”“串换药”无
处遁形……

2024 年，数智赋能医保服务，让
百姓看病更方便、患者用药更放心、基
金监管更精准。

——医保服务进入“码”时代。
“真心感谢便捷的医保码服务，解

了我的燃眉之急！”四川省成都市居民
刘 女 士 下 班 途 中 突 感 不 适 ，匆 忙 就
医。仅凭医保码，刘女士在医院帮助
下顺利就医。

医保码的推广使用已让“无卡就
医”成为现实。目前全国医保码用户
超 12亿人，医保服务迈入“码时代”。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医
保信息平台日均结算量超 2800 万人
次，住院费用结算系统平均响应时间
仅 0.8 秒。就诊前通过微信公众号实
现预约挂号，结算时使用医保码完成
线上医保支付，平均可以为每位就诊

人节省 43分钟。
——“比价神器”让药品价格更透

明。
“有了这个‘好帮手’，从手机上就

能查到哪家药店有药，哪家药店最近，
还能对比价格，方便多了！”浙江省杭
州市居民张女士对杭州市医保局推出
的“智能寻药一键通”应用平台表示欢
迎。

运用精细化算法，类似的应用平
台可以实现药品库存一键查询、药品
价格智能比对、药店地址精准导航等
功能，帮助参保群众高效购药。

陕 西 省 医 保 部 门 上 线“ 药 品 比
价”功能，预计将使参保人员的购药
成本下降 10％至 15％；河北省医保部
门开发定点药店药品比价系统和定点

药店药品价格提醒功能，对于药品价
格差异较大、价格明显过高的责令整
改……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医保部门
上线“比价神器”。

国家医保局局长章轲说：“我们坚
持数智赋能，增强运行管理能力。通
过推进定点药店药品价格监测比对，
让药品价格更加透明，群众选择更加
方便。”

——大数据监管让违法违规行为
无处遁形。

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各级医
保部门共追回医保资金 242.3亿元。

“大数据时代，任何违法违规痕迹
都会被留存。”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颜清
辉介绍，今年医保飞行检查更加注重
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如通过“限制性别

类诊疗、检查、用药”筛查线索，追回医
保基金近 3200 万元。

利用大数据线索对欺诈骗保进行
“精准打击”的同时，作为医保药品“电
子身份证”的追溯码也对假药、回流药
等“亮剑”。

2024 年 11 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公
告，通过对各地上传的药品追溯码开
展分析，发现 11 个省份 46 家医药机构
疑似存在复方阿胶浆的药品串换、回
流药等线索情况，要求相关医保部门
进行核查。目前，已查实有 9 个省份
的 28 家定点医药机构存在串换药品
行为。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归集
药品耗材追溯码数据近 100 亿条。随
着追溯码进一步推开使用，每一盒药
都将留下“数字足迹”，能够追溯药品

“由谁生产、销售到哪、是否被二次销
售过”等关联信息。

一头连着医保监管，一头连着民
生福祉。期待更多“黑科技”，守护百
姓“看病钱”，助力群众看好病。

（新华社北京电）

数智赋能托举医保升级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记 者
徐鹏航）国家医保局 1 月 2 日发文，明
确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推进“码
上”严监管，将充分发挥药品追溯码数
据价值，构建各类大数据模型，拓展监
管应用场景，对串换倒卖医保药品、空
刷套刷医保卡、伪造处方等违法违规
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开展精准打击，加
大处置力度。

药品追溯码是药品的唯一“电子
身份证”。2024 年 4 月，国家医保局在
全国范围开展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试
点工作，并于 2024 年 11 月初，针对某
药品追溯码重复报销情况对 46家定点
医药机构进行了公开问询，迈出了应
用追溯码开展医保基金监管的第一
步。

2024 年 11月 13日和 12月 6日，国

家医保局连续举办两场加强药品追溯
码医保监管应用恳谈活动，邀请百余
家医药企业参加，下发药品追溯码重
复结算疑点数据，指导开展自查自纠，
并进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解读。同时，
全国各地也组织开展了恳谈活动，对
定点医药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
和教育。

国 家 医 保 局 呼 吁 ，各 定 点 医 药
机 构 不 要 有 侥 幸 心 理 ，要 加 强 教 育
培 训 ，严 格 规 范 作 业 ，认 真 自 查 自
纠 ，若 有 违 规 及 时 向 当 地 医 保 部 门
报 告 并 主 动 退 回 涉 及 医 保 基 金 ；充
分落实自我管理主体责任，严格遵守

“不空刷、不串换、不采购（非法渠道
药品）、不销售（非法渠道药品）”的要
求，共同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
命钱”。

国家医保局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严监管

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近日正式揭晓中选结果。至此，
这 一 持 续 6 年 的 国 家 行 动 已 累 计 采
购 435 种药品，惠及大量患者。但也
要注意，集采药品价格降了，药品质
量不能跟着降。

国 家 药 品 集 采 提 质 扩 面 ，给 百
姓带来的实惠有目共睹。药品集采
斩 断 药 品 领 域 的 灰 色 利 益 链 条 ，减
去 药 品 流 通 的 虚 浮 水 分 ，降 低 百 姓
购 药 的 负 担 ，让 更 多 患 者“ 用 得 起
药”。

随着药品集采改革进入深水区，

消费者也出现了一些担心：集采价格
降得多，是否会造成企业偷工减料，
进而影响药品疗效？有的药企就表
示，老药价格压低了，创新药的劲头
还得保障；也有患者发现，药价便宜
了 ，可 一 些 没 进 集 采 的 好 药 难 买 到
了。

纵观世界很多国家的医疗保障
事业，药品价格都是一道效率与公平
如何平衡的难题。

消费者的担心与顾虑，就是下一
步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从“买得
起”到“用得好”，还需要企业、医保、

药监等有关方面的协同努力，进一步
做好药品集采的“加减法”。

一 方 面 ，要 继 续 在 患 者 反 映 强
烈 的 一 些 用 药 负 担 上 做 好“ 减 法
题 ”；另 一 方 面 ，也 要 做 好 药 品 质 量
提升这道“加法题”。

药 品 集 采 不 能 止 于“ 价 低 者
得”，严格保证质量是前提。在前置
开 展 质 量 和 疗 效 一 致 性 评 价 的 同
时 ，要 持 续 对 集 采 中 选 药 品 开 展 真
实世界研究，加强监管，杜绝牺牲质
量 换 价 格 ；推 动 同 一 治 疗 领 域 不 同
作用机理、疗效更优、使用更便捷的

药 品 广 泛 进 入 临 床 ，让 用 药 提 质 升
级。

进一步完善集采制度，特别是完
善药品质量监管体制和政策，守护好
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才能为健康中
国建设提供更坚实支撑。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药品集采：药价降了，质量也要跟得上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追溯码 严监管（漫画）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1 月 5 日，购买《乙巳年》特种邮票
的贵阳市民排队进入邮局销售大厅。

中国邮政 1 月 5 日发行《乙巳年》
特种邮票。《乙巳年》特种邮票以敦煌

壁画和传统民俗为灵感来源，将蛇的
形象与吉祥寓意巧妙结合。邮票一套
两枚，图案名称分别为“蛇呈丰稔”“福
纳百祥”。新华社记者 陶 亮 摄

中国邮政：《乙巳年》特种邮票发行

挥别冬至，迎来小寒。
此时节，北国四野苍茫，千里冰封；

南方多地寒意刺骨。元代文人吴澄编
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十二
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
矣。”意为小寒时节天气寒冷，但未至最
寒，到大寒时节，寒冷才会达到极致。

古人将小寒分为三候。一候雁北
乡。这指的是，大雁开始向北方迁徙。
二候鹊始巢。此时，喜鹊开始衔草筑
巢，为即将到来的春天以及孕育后代
做好准备。三候雉始鸲。“雉”即野鸡、
山鸡，“鸲”为鸣叫的意思，雉在接近四
九时会感阳气的生长而鸣叫。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
所教授田兆元表示，这三候都在描述
禽鸟类，古人通过观察禽鸟的行为、习
性来反映节气变化，不仅体现出对自
然万物以及气候、物候变化的细微观
察 ，更 蕴 含 着 深 刻 的 哲 理 和 人 生 智
慧。比如，这里的喜鹊，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吉祥之鸟，其筑巢行为不仅
体现了动物对生存环境的积极适应，
也寓意着新春的到来和生命的延续。

小寒时节，民俗活动也是丰富多
彩的。比如，人们会纳福祈安，祈求家
庭的安全和幸福；吃饺子，因为饺子形
状像元宝，象征着财富和好运；还有

“裹霜”习俗，即在凌晨穿上单衣或薄
衣，裹上一层薄薄的霜，寓意增加身体
的健康和活力。

岁暮知小寒，围炉话新年。随着
春节的临近，人们也开始忙着准备年
货，写春联、剪窗花，赶集买年画、彩
灯、鞭炮等，为春节作准备。这些民俗
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体现

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尊重。
一念寒风起，一语冬情生。冬天的

冷通常不讨喜，但冷并不意味着生机断
绝。古人怀揣一颗诗心，总能在冰天雪
地、寒流涌动的时节，捕捉到山河大地
里迸发的生机和美好。比如喜鹊登梅，
是小寒物候，也是晚冬迎春景致，有着
美好的寓意。文人墨客在这幅严冬画
卷的留白处，留下无数章句诗篇。

其中，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
诗·小寒十二月节》中就有提及喜鹊的
诗句：“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拾
食寻河曲，衔紫绕树梢。”诗人形象地
描绘了小寒时节喜鹊忙碌筑巢的情
景，展现了对春天即将到来的喜悦。

中国古代文人对梅花情有独钟，
听雪花簌簌落，闻早梅淡淡香，历来都
是一件风雅之事。梅花也以其凌寒独
自开的特性，象征着坚韧和高洁，成为
小寒诗歌中的重要意象。

宋代词人喻陟曾作《蜡梅香·小寒
天气》，其中有几句，写得颇有意趣：

“晓日初长，正锦里轻阴，小寒天气。
未报春消息，早瘦梅先发，浅苞纤蕊。”
小寒时节，还没有春天的消息，纤瘦的
梅花却早早地率先绽放，浅浅的苞、细
细的蕊，煞是可爱。作品生动刻画了
梅花因阳气渐升、春意萌动而一枝先
发的景象。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隆冬数九，万物雪藏，小寒虽寒，
望春则暖，人生亦然。四季交替，岁月
轮回，冷到一定程度，就会暖起来。否
极泰来，“冬天”夺走的，“春天”都会交
还回来。走过风雪严寒，就是春暖人
间。 （新华社上海1月5日电）

小寒：银装映冬色 梅香暖乾坤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新华社北京 1 月 5 日电（记 者
樊 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1 月 5 日零时起，全国铁
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
客 列 车 13028 列 ，较 调 图 前 增 加 230
列；开行货物列车 22859 列，较调图前
增加 91 列，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
品质和运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调图是国铁企业充分运用铁
路新增线路、车站和装备等运输资源，
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方案进行的一次
优化调整。新图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路网整体效能、优化客货运输产
品供给，使铁路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
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

此次调图，铁路部门用好沪苏湖、
杭温、宣绩高铁等新线运能，优化东南
部地区列车开行结构，助力长三角一
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其中，在上
海至郑州、武汉、福州等省会城市间增

开动车组列车 38 列，在上海至广州、
南昌、深圳等城市间开行停站少、旅
时 短 的 大 站 快 车 24 列 ，京 沪 高 铁 北
京 南 至 南 京 南 间 增 开 时 速 350 公 里
标杆列车 2 列、徐州东至南京南间增
开动车组列车 4 列，加强长三角地区
与中西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
联系。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用好集大原、
荆荆高铁等新线运能，调整中西部高
铁运行图，服务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
大开发。集大原高铁开通，内蒙古自
治区深度融入全国高铁网，开行呼和
浩特、包头至上海、杭州、重庆、青岛、
西宁等方向动车组列车，旅行时间大
幅压缩；北京北（清河）站增开动车组
列车 26 列，首次开行前往西安、兰州、
成都等城市列车，加强首都与中西部
城市间交流；利用荆荆高铁，开行荆门
西至汉口间动车组列车 12 列；利用南
珠高铁南宁至玉林段，开行玉林北至
南宁东间动车组列车 18列等。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1月 4日，人们在“村超村晚”活动中表演非遗节目“多耶”（无人机照片）。
当日，发源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村超”正式拉开第三

届赛事的序幕，108支参赛村队的 3000 余名球员将向新赛季的总冠军发起冲击。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贵州榕江：2025年“村超”开幕

全国 31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 团 将 辅 助 生 殖 技 术 纳 入 医 保 ，惠
及超 100 万人次，为近百万个家庭的
生 育 梦 想 助 力 ；农 村 低 收 入 人 口 等
困 难 群 众 参 保 率 达 99％ ，医 保 三 重
保 障 制 度 累 计 惠 及困难群众就医超
1.5 亿次……新年伊始，国家医保局发
布的一组数据，展现 2024 年医保服务
新进展。

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购药
负担

2024 年，更多质优价宜的药品耗
材进入百姓“药箱”。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新增 91 种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
3159 种，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已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相关药品配备
机构名单已可在线上查询；第十批国
家组织药品集采和第五批国家组织高
值医用耗材集采，让人工耳蜗等一批
药品耗材的可及性显著提升。

同时，国家医保局纵深推进医药
价格治理。纠治“四同”药品不公平高
价、歧视性高价；规范检查检验价格，
肿瘤标记物检验等费用下降；辽宁、陕
西等 29 个省份全面搭建定点药店药
品公开比价小程序，患者不必再东奔
西走担心“药买贵了”。

呵护“一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覆盖 1.8 亿人，累计超 260 万人享受待
遇。守护“一小”，全国近一半地区已
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并通
过短信温馨提醒；“新生儿落地即参
保”成为许多孩子人生的第一份礼物。

创新驱动医保服务更便捷

2024 年，国家医保局不断优化医

保便民服务，让百姓就医购药更加便
捷。29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全面完成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改革，广大参保职工实现了普通门诊
报销从无到有、从少到优的转变；医保
部门积极推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
家庭共济，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均已实现省内共济，河北、江苏、
四川等省份已率先通过开通医保钱包
实现了跨省共济，目前共有 11 个省份
39 个统筹地区上线医保钱包，9 万人
使用，累计转账近 300 万元；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放开
放宽参保户籍限制，明确连续参保和
基金零报销的激励政策。

同时，跨省异地就医惠及更多参
保群众。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
参保群众 2.13 亿人次，减少参保群众
资金垫付 1752.46 亿元，较 2023 年同
期分别增长 87.98％、26.84％；跨省直
接结算门诊慢特病由 5 种增加至 10
种。

创新驱动让医保响应速度更快。
目前，全国已有 12 亿人激活医保码，
医保码日结算超 1450 万人次，结算率
达到 41.5％；22 项业务实现“一码通”，
高频事项做到“码上办”；医保部门加
快推进“一人一档”库建设、“医保＋商
保”一站式结算，让参保群众看病就医
更便捷、更高效、更有保障。

深化改革赋能医药行业

2024 年 ，医 保 不 断 赋 能 医 疗 机
构。国家医保局出台按病组（DRG）
和病种分值（DIP）付费 2.0 版分组方
案，全国基本实现 DRG／DIP 付费全
覆盖；在国家层面统一和完善医保基
金预付制度，推进医保基金月结算；着
力统一规范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印发护理等 20 批立项指南，指导各省
新增价格项目合计 1000 余项，指导有
关省份开展医疗服务价格优化调整，
促进医疗机构健康发展。

同时，医保积极赋能医药企业。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支持真创新、
真支持创新”，新版目录新增的 91 种
药品中，38 种为创新药，创历年新高；
海南、广西等 9 个省份推进医保基金
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医药企业回款
周期从平均 6 个月减少为不到 30 天，
企业垫资压力大幅减轻。

此外，医保牢牢守护群众“看病
钱”。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各级
医 保 部 门 共 追 回 医 保 资 金 242.3 亿
元。国家医保局创新大数据监管，积
极推进药品耗材追溯码采集应用，精
确打击“回流药”“串换药”；联合有关
部门出台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实
行“驾照式记分”；聘任首批国家医保
局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鼓励社会各
界举报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医保局表示，2025 年，各级
医保部门将坚定不移推进医保改革，
守好用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
钱”，更好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更好赋
能医药机构和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新年伊始新年伊始，，透过数据看医保新进展透过数据看医保新进展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