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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药篮子”
怎样升级？
国家医保局权威解读

近日公布的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91种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增至
3159种，参保人的“药篮子”再次升级。医保目录是如何诞生的？哪些药
能进医保？谈判“信封底价”怎么定？国家医保局及有关专家进行解读。

兰州市全力守护“兰州蓝”
空气质量呈明显改善态势

兴业银行兰州分行助力甘肃文创产业
共绘“金融+文旅”新蓝图

医保“药篮子”怎么选？支持新药、重点药1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分为准备，申

报，专家评审，谈判、竞价，公布结果五
个阶段。

哪些药品可以申报进入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
心宇表示，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一
是面向新药，即五年内经国家药监部门批
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或经国家药监部
门批准，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
的药品；二是面向重点药，即纳入《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鼓励仿制药品
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
品，以及罕见病治疗药品。

据悉，今年共有249种目录外药品通
过形式审查，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其中
121种药品通过评审，通过率近50％。

黄心宇介绍，未通过的药品中，有的

属于“打擦边球”，比如一些老药通过减少
说明书上的适应症、或对适应症做一些描
述上的改变，从而以“适应症发生变化”为
由进行申报；有的属于“新瓶装旧酒”，比
如将老药微调一下成分配比，或者变化剂
型，并没有改变临床价值，就作为新药进
行申报；还有一些药价格过高，超出了基
本医保的支付范围。

“我们支持合理的改良型新药，但成
分不改、适应症不改、给药途径不改、临床
价值不改的药品，在评审中很难得到青
睐。”黄心宇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是要支持有临床价值的“真创新”。

数据显示，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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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保谈判怎么“讲价”？“信封底价”是标尺2
在医保谈判桌上，医保方手中的一个

信封，往往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个信封里
放着专家通过测算，给出的药品底价，而
企业方最终的报价，必须要小于等于“信
封底价”，才能谈判成功。

这个神秘底价是如何算出的？复旦大
学教授、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药
物经济学专家组组长陈文介绍，药物经济
学组专家通过药物经济学评价证据、国内
挂网价格、国际价格、同类竞品价格比较等
多种方法，综合测算确定基准支付标准。

基金测算则更加关注对基金支出的影响，
进一步强化了基金影响的刚性约束。

此外，今年的测算中还特别考虑了传
统中药的特点与优势，有针对性地优化了
评价维度和测算指标。

曾担任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副组长的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书记吴
晶说，底价测算的基石是坚持以价值为基
础定价。对于创新价值高、能填补空白的
药品，会高度重视企业递交的药物经济学
评价证据，合理确定溢价。

医保药品怎么落地？加强监测、确保供应3
药品进了目录并非终点，能够真正进

入医院、药店，让参保人买得到、能报销，
才是最终目的。

今年，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提出新要求：定点医疗机构原则上应于
2025年2月底前召开药事会，根据新版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及时调整本机构用药目
录，保障临床诊疗需求和参保患者合理用
药权益。不得以医保总额限制、医疗机构
用药目录数量、药占比为由影响药品进院。

此外，各省份要及时更新纳入“双通

道”和单独支付的药品范围，与新版目录
同步实施，并借助国家医保信息平台、药
品追溯码、医保药品云平台等渠道，收集、
完善、维护本行政区域内医保药品配备、
流通、使用信息，加强对辖区内医保药品
配备使用情况的精细化管理。

“落地是决定目录调整工作成效的
‘最后一公里’。让医保药品真正惠及群
众、惠及患者，需要医保部门、医疗机构、
医药企业的共同努力。”黄心宇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赵鑫远）12 月 11 日，记者从甘肃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感恩奋进，黄河之滨
会更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四场）上获悉，截至今年12月8日，
兰州市优良天数 285 天、同比增加 19
天，优良天数比率83.1%。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4.38，未发生人为因素
导致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空气质
量呈明显改善态势。

今年以来，兰州市根据大气污染
防治需要，围绕工业污染、燃煤污染、
面源污染与机动车污染，开展大气污
染防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使得兰
州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总 体 保 持 改 善 趋
势。为了守住“兰州蓝”，兰州市共推
动完成了 561.2 蒸吨燃气锅炉低氮改
造，同时完成了加油站三次油气回收
治理，有效降低了城区氮氧化物排放

强度和总量。
同时，兰州市争取到冬季清洁取

暖专项资金 0.9 亿元，整合移交供热
站点 65 座，并入热电联产大网 30 座，
减少供热污染，通过推进雁儿湾污水
源热泵供热项目的建设，形成了以热
电联产、余热回收为主，天然气为辅，
以地热源、污水源等新能源为补充的
供热能源结构，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
排放。

与此同时，近年来，兰州市新增、
改造城市绿地323.82公顷，在257条各
类城市道路补植补栽行道树1.6万株，
建成口袋公园138座，全面提升了兰州
市城市园林绿化品质。特别是今年，
兰州市实施了双重和三北六期工程等
3 个生态修复工作，完成营造林 35.87
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4万亩，不断
提高森林覆盖率，为生态环境保护夯
实了基础。

近日，甘肃省文旅厅主办了全省
文创工作现场观摩交流座谈会。活动
期间，兴业银行总行机构业务部政务
业务处处长崔勇军与兴业银行兰州分
行各支行代表受邀出席，并为与会人
员带来了一场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和旅
游产业的专题培训讲座。

据悉，11 月 18 日上午，全体参会
人员首先前往省博物馆、读者博物
馆、兰州市博物馆进行现场观摩，通
过实地参观学习，对甘肃省丰富的文
化底蕴和文创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
了深入的了解。随后，甘肃省文旅厅
在文化大厦举办了全省文创工作现
场观摩交流座谈会。会上，甘肃省文
旅厅通报了文创工作的整体情况，多
家文旅企业和文创单位也作了精彩
的交流发言，分享了各自的成功经验
和创新思路。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要一环，崔勇
军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题为《金融
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政策工具和产品

介绍》的专题培训讲座。讲座中，他详
细介绍了兴业银行在支持文化和旅游
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围绕文旅
行业全生命周期制定的金融产品与服
务以及助力旅游景区、文旅企业融资
的成功案例。他表示，长期以来，兴业
银行充分发挥“商行＋投行”金融服务
优势，通过“融资+融智”为企业提供一
揽子金融解决方案促进“文旅-产业-
金融”的良性循环。

甘肃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通过与兴业银行总分行的互动，
进一步加深了文旅企业与金融机构之
间的合作与交流，为推动甘肃省文创
产业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兴业银行兰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行将把旅游业作为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聚焦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新
模式，打造特色旅游金融服务体系，更
好发挥旅游在扩内需稳增长中的重要
作用。

兰州市人社局完成二代社保卡
预制卡库存卡统一回收销毁工作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李冰洁）12 月 12 日，记者从兰州人社
局获悉，该局目前已按期完成了各发
卡合作银行二代社保卡预制卡和库存
卡的统一回收销毁工作。

据了解，二代社会保障卡预制卡
和库存卡属于银行重要凭证，是银行
资金支付的重要工具。社会保障卡不
仅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领域广
泛应用，而且逐步开发了惠农惠民财
政补贴资金、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
化体验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与群众日
常生活联系非常紧密。

为防止风险隐患，兰州市人社局
全程参与二代社保卡预制卡和库存
卡回收销毁工作，组织各县区人社部
门和银行服务网点全面开展排查，切
实摸清二代社保卡预制卡和库存卡

底数，将存放在各级人社部门和发卡
银行网点的二代社保卡预制卡和库
存卡统一回收至社保卡归属银行，完
成二代社保卡预制卡和库存卡数量
清点，建立二代社保卡台账，并指定
专人全程参与销毁工作，确保每张二
代社保卡销毁都有迹可查，不走过
场、不留死角。

今年5月起，甘肃省正式发行三代
社保卡，经过前期测试运行，三代社保
卡系统运行正常，原二代社保卡预制
卡和库存卡已停止使用。

下一步，兰州市人社局将会同各
发卡银行稳步推进第三代社会保障卡
的制发工作，以第三代社保卡发放为
契机，进一步提高社保卡服务水平，让
第三代社保卡成为群众手中最重要的

“民生卡”和“幸福卡”。

12月11日，雪后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城自然保护站境内银装素裹，
一幅壮美的水墨画沿着大通河流域徐徐展开。雪地中，一群身着橙色服装的管护人员
在林区深处巡护，用脚步丈量林海的距离，一程又一程，一“橙”又一“橙”。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王占永 李春莲 摄影报道

雪中那抹雪中那抹““橙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