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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4 日举行
“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深化医保
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

不断健全世界最大基本医
疗保障网

“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
定在95%左右，2024年度全国基本
医保参保人数达 13.27 亿人。”国家
医保局局长章轲介绍，2021 年至
2024年，累计有近200亿就诊人次
享受医保报销。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介绍，
“十四五”以来，各地通过医疗救助
渠道资助3.5亿人次困难群众参保，
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
始终稳定在 99%以上，各项医保帮
扶政策惠及农村困难群众就医6.73
亿人次。

聚焦“一老一小”，医保在政策
保障、服务优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增强其获得感与幸福感。

呵护好“小的”，生育保险不断
强化。截至 2025 年 6月，2.53 亿人
参加生育保险，享受待遇超9600万
人次；优化“出生一件事”，新生儿凭
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参保；促进儿
科产科优化服务，积极推动目录内
生育医疗费用全报销。

照顾好“老的”，积极推动建立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截至 2024 年
底，1.9 亿人参加长护险；推动住院
免陪护服务，引导护理资源优化配
置；将 95%以上的村卫生室纳入医
保，方便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医。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
基金累计支出12.13万亿元，年均增
速9.1%。

12.13万亿元——既为广大人民
群众看病就医报销提供了坚实的资
金保障，也通过医保真金白银的战略
购买，为医药行业发展、医药技术进
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

章轲介绍，“十四五”以来，医保
对创新药的支出大幅增加，2024年
的支出是 2020 年的 3.9 倍，年均增
速达40%。

切实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减轻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是医保的“必答题”。发布会上，一
组数据彰显切实成效：

“十四五”时期，各项医保帮扶
政策累计减轻农村低收入人口费用
负担超6500亿元；长护险累计惠及
超 200 万名失能群众，减轻群众护
理服务费用负担超500亿元；4年多
来，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累
计减少参保群众垫资5900亿元。

为促进群众用药质量和可及性

整体提升，“十四五”以来累计 402
种药品进入目录；2018 年以来，国
家层面已开展10批药品集采，覆盖
435种药品。

药品价格直接影响群众的看病
费用。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介
绍，通过组织开展通用名、厂牌、剂
型、规格均相同的“四同”药品价格
治理，规范 2.7 万余个药品品规的
价格。

“我们正在建设全国挂网药品
价格一览表，对异常价格予以标识，
推动各地持续纠治不合理的挂网高
价。”施子海说。

在“减负”的同时，看病就医也
越来越便捷——

跨省异地就医更方便：持续完
善跨省异地就医政策，方便参保人
就近享受医疗服务；跨省直接结算
门诊慢特病从无到有，达到10种。

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更广：建立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将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扩展到近
亲属，同时大力推进跨省共济。

医保服务更便利：打造“15分钟
医保服务圈”；全国超 12.36 亿人开
通使用医保码，就医买药实现扫码
直接结算。

织牢医保基金安全网

医保基金监管，既事关人民群

众“看病钱”“救命钱”，也事关医保基
金平稳运行。

章轲介绍，医保基金运行持续稳
健，截至2024年底，医保统筹基金累
计结存3.86万亿元，基金运行监测不
断强化。

推进飞行检查扩面提质，强化药
品追溯码监管，构筑全流程、全领域、
全链条的智能监管防线……随着医保
基金监管体系全面建立，我国累计追
回医保基金1045亿元。

“我们创新监管方式，强化大数
据赋能。”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
介绍，通过构建“异常住院”“医保药
品倒卖”“重点药品监测”等大数据
分析模型，今年以来，通过智能监管
子 系 统 拒 付 、追 回 医 保 基 金 3.3
亿元。

监管，不仅需要“管基金”，也需
要“管人”。

“我们对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
实行‘驾照式记分’，建立了定点医药
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
度，做到医保基金监管精准到人。”施
子海说。

章轲表示，国家医保局将持续管
好用好医保基金，守护好全体人民生
命健康，为包括医药产业在内的各相
关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在更
高水平上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减轻百姓看病负担 加强基金监管力度
——国新办发布会聚焦我国“十四五”时期医保改革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上接第一版）“感觉这十几年西藏
变化很大，现在基础设施更完善了，
旅游服务也更专业。”李小超说。

在那曲市比如县，静谧的萨普
雪山也成为游客“打卡点”。湖边的
草地上，一顶顶藏式帐篷格外醒
目。游客们一边欣赏雪山湖景，一
边观看当地艺术团的非遗舞蹈表
演。来自辽宁的自驾游客王黎明
说，这里的风光绝美，值得一来。

萨普雪山景区负责人旦增达杰
是土生土长的比如县人，从西藏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当
讲解员。“把家乡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很有成就感。”旦增达杰说。

近年来，西藏旅游产业通过政

策扶持、品牌打造等举措，不断促进
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5年 1至
6 月 ，西 藏 全 区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3128.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67%。
其中入境游客 19.64 万人次，同比增
长31.2%，接待国内游客3108.84万人
次，同比增长 11.57%；文化产业产值
超 77.24 亿元，同比增长 21.2%，各类
文化活动超5.3万场次。

从纳木措到萨普雪山，从布达拉宫
到大昭寺，西藏凭借壮美的自然资源和
独特的人文底蕴吸引世界游客纷至沓
来。西藏旅游热也让越来越多农牧民
参与其中，展示西藏优秀文化和好客热
情，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共享发展
红利。 （据新华社拉萨7月22日电）

西藏农牧民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上接第一版）二是坚持开放合
作，妥善处理分歧摩擦。历史和现
实证明，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
融不是威胁，提升竞争力不能靠“筑
墙设垒”，“脱钩断链”只会孤立自
己。“降依赖”不能减合作。中欧经
贸关系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应该也完全能够在发展中实现
动态平衡。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
平对外开放将为中欧合作提供新机
遇、拓展新空间。中欧要深化绿色
和数字伙伴关系，促进相互投资合
作。希望欧方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
开放，克制使用限制性经贸工具，为
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兴业提供良好营
商环境。

三是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
规则秩序。面对战争与和平、竞争
与合作、封闭与开放的重大选择，多
边主义、团结合作才是正确答案。
中欧要共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
序，与时俱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
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应对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让多边主义的
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中欧要支
持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中方一贯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
直出发，主张劝和促谈，倡导标本兼
治。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协调，推动

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贝伦大会取得成
功，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绿色转型
作出更大贡献。中方也愿同欧方开展
人工智能领域政策沟通和务实合作，
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
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欧方表示，习近平主席有关欧中
关系的三点主张至关重要。建交 50
年来，欧中在广泛领域开展合作，规
模和深度不断拓展，成为彼此重要合
作和贸易伙伴，助力了各自经济繁荣
和人民福祉提升。中国已成为制造业
和科技大国，让数亿人脱贫，中国的
发展令全球震撼，给世界重要启示，
欧方相信并支持中国取得更大发展。
欧盟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力量，
欧中关系对双方和世界都极为重要。
欧方致力于深化欧中关系，建设性处
理分歧，推动双方合作在平衡、对等、
互惠基础上持续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欧方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断链”，欢迎
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兴业。面对动荡
不安、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欧中要
担负责任，共同坚持多边主义，维护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携手应对气
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解决地区
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欧方
期待同中方一道，续写欧中关系下一
个50年更加精彩的篇章。

王毅参加会见。

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一个被黄土高原山峁环
抱的小村庄梁家塬，三口在当地再普通不过的窑洞
不远处，矗立着“抗日英烈梁希贤故居”的纪念碑。
72岁的村里老人梁三姓会定期打理，每年春节和清
明节，还会陪同从外地赶来的梁家后人，和当地村民
一起在此祭扫。

盛夏的热风吹过黄土高原，直抵咆哮着的黄河，
将人们带回到 84 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中条山战
役。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0军新编第27师副师
长的梁希贤，和兵出潼关的同袍并肩作战，在弹尽
粮绝之际为免被俘受辱，纵身跳入滔滔黄河，献出
了自己43岁的生命。

梁希贤，1898年出生在陕西同官（今陕西省铜
川市）黄堡镇梁家塬村。据村里老人回忆，梁希贤
自小就受英雄人物故事的影响，立下了报效国家的
志向。1925年，他不顾家人反对，告别地处内陆的
家乡南下广州，于 1926 年 3 月考入黄埔军校第
五期。

毕业后随即参加北伐战争，抗战全面爆发后出
征淞沪会战，梁希贤凭着所学的军事知识和作战指
挥能力，以战功一路擢升，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
长等职，直至调任新编第27师副师长。这支军队以
陕西籍士兵为主体，曾驻防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大荔
县一带，防备已经占领山西、隔河相望的日寇。

站在陕西“东大门”潼关县的黄河岸边远眺，对面风陵渡的中条山地势显
然高出一截，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压制着千年雄关。潼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王喜民告诉记者，盘踞在中条山一带的日军曾多次炮击、轰炸潼关，威胁着陇
海铁路线。“敌军一旦渡河成功，将极大威胁抗战大后方的安全。”他说。

1940年，梁希贤所部奉命渡过黄河，进入晋南中条山地区与日军对峙。
其间，他率部屡次出击，破坏交通线、炸毁仓库，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1年 5月 7日，日军悍然发动中条山战役，纠集10万部队，在飞机、大
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驻守的中条山各隘口大肆进攻。当时身患疾病的梁希
贤本应到后方医院治疗，但当得知日军发动进攻的消息，他毅然决定留在部队
指挥作战。

梁三姓的父亲参加过中条山战役。他从父亲那里得知，这位从梁家塬村
走出的将军冒着敌军于地面施放毒气、空中连番轰炸的疯狂进攻，抱病巡视阵
地，鼓励官兵誓死抵抗。

5月9日，在敌军疯狂进攻下，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顽强抵抗。背靠着作为
物资运输“生命线”的一座黄河渡口，新编第27师死守阵地，终因寡不敌众被
打散。梁希贤见情势危急，命令余部分头突围。退至一处悬崖激战多时，身上
多处受伤的梁希贤打光子弹，转身跳入汹涌的黄河，以身殉国。

2015年 8月，梁希贤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
英雄群体名录。

2022年11月，“抗日英烈梁希贤故居”纪念碑在梁家塬村委会和铜川市王
益区相关部门的共同见证下立起。铜川市政协委员、王益区政协常委李景群
也是自那时起开始收集梁希贤遗物、寻访梁希贤后人和抗战老兵，整理梁希贤
将军的资料。他告诉记者，梁希贤的兄弟中还有两人也打过日寇，梁家塬村更
有不少男儿舍弃小家，毅然奔赴抗日战场。

“梁家塬厚重的历史，因为梁希贤将军以及同村其他抗日战士而更加光
辉。”李景群说，“我虽不出自梁家塬，但作为中华儿女，有责任尽可能多地收集
和保存梁希贤将军的历史资料，让更多人知道在80多年前，先烈是怎样同仇
敌忾筑起血肉长城。”

从黄土高原到黄河之滨，先烈蹈浪而去，留下了民族复兴的大势不可阻
挡、滔滔向前。 （新华社西安7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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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
会当地时间23日至 31日在津巴布
韦举行。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
是重要的生态系统。

我国是湿地资源丰富的国家。
加入公约以来，我国相继出台相关政
策法律文件，成立跨部门的国家履约
委员会，加强了对包括82处国际重
要湿地、600多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在
内的湿地生态的保护管理，积极参与
国际交流合作，取得显著成绩。

法治保障，科技护航

“近年来我国湿地保护法律法
规体系不断完善，湿地保护法、各省
（区、市）湿地保护条例出台实施，为
湿地保护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副司长
杨锋伟说。

目前全国共指定国际重要湿地
82处、认证国际湿地城市22个、认
定58处国家重要湿地和1205处省
级重要湿地，初步构建起湿地分级
管理体系。

海南岛绵延的海岸线上，红树
林郁郁葱葱。生长在潮间带的红树
林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但
在20世纪80年代，围海造塘“野蛮
生长”，红树林湿地逐渐萎缩。

开展红树林营造和修复、划定
限养区和禁养区、不合规养殖塘全

部退出、挖通围堰、恢复水体自然交
换、清理外来有害生物和海洋垃圾
……当地通过系列措施，让“海上森
林”逐渐焕发生机。

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45.45
万亩，较本世纪初增加12.45 万亩，
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
加的国家之一。

严格的法治保护外，科技手段
也不可或缺。

每年10月，大批候鸟到河北沧州
南大港湿地停歇并补充食物。为了不
影响鸟类正常活动、将保护工作做得
悄无声息，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

“我们安装了声纹监测系统，能
够收录鸟的叫声并进行自动比对，
判定鸟的种类；还安装了多个高清
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自动比对和
记录飞过监控探头的鸟类数量和种
类。”南大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孟召蕾说。

黑龙江搭建起融合卫星遥感、
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天空地”
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将湿地资源
动态管理、生态修复工程跟踪、科研
监测数据分析等核心工作内容纳
入，实现了湿地保护管理的数字化、
智能化与精细化。

多类探索，价值“落地”

湿地的生态支持价值举足轻

重，同时其生态供给价值也不可忽
视。在我国，湿地不仅蕴含约2.7亿
吨淡水，还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一些
药用湿地植物和特殊的湿地生物材
料也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针对不同湿地类型的资源禀
赋、生态特征和利用方向，各地积极
在湿地生态农业、湿地产品加工、湿
地生态旅游等方面，探索湿地生态
价值实现机制。

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口湿地，
是我国鸟类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域
和西太平洋斑海豹的重要繁殖地。
近年来，盘锦开展“水鸟友好型”稻
蟹共养实践，不仅种出了特色稻米、
产出了肥美河蟹，水稻田还在春季
上水和秋季收割时节为迁徙的鹤鹳
类和雁鸭类提供觅食场所。

在充分利用湿地原材料进行湿
地产品加工利用方面，山东鱼台县
在河滩及采煤塌陷区新生湿地上种
植杞柳。利用杞柳加工的柳帘、屏
风、柳篮等产品广受市场欢迎，远销
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

公众参与，和谐共生

在我国不少城市都有湿地，这
些稀缺的绿色空间为城市打造了

“入则自然，出则繁华”的宝贵财富。
业内专家认为，保护湿地不是

简单将其“圈起来”，而应该创新公

共教育模式，让大家能够亲身体验
和感受湿地的美，公众参与了、了解
了 、受 益 了 ，保 护 意 识 就 会 不 断
增强。

在杭州西溪湿地，不少市民漫步
在绿道上，感受树荫照水、绿意盎
然。多年来，西溪湿地探索湿地与城
市一体化发展，统筹好生产、生活、生
态三大空间布局。春天花朝节时，赏
红、种花、扑蝶、祭花神，人们徜徉湿
地，尽享草木沁香、群芳吐艳。冬末
春初的探梅节、秋日里的火柿节、观
赏芦荡的听芦节、放水捕鱼的干塘节
……在西溪，游客们可以充分感受原
生态之美带来的盎然乐趣。

处在超大城市中轴线上的广州海
珠国家湿地公园，让生态活动面向市
民，以徒步、定向越野、知识竞赛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鼓励市民迈开步
子，走进湿地，共享绿色空间。

杨锋伟介绍，下一步，国家林草局
将全面落实湿地保护法，推进湿地保
护修复体系、调查监测体系和保护监
管体系建设，加快实施红树林保护修
复、互花米草防治两个专项行动计
划，高标准完成计划任务；积极支持
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与运行；统筹推
进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和合理利用，探
索“湿地+文化+旅游”发展模式，推动
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让“ 地 球 之 肾 ”永 葆 生 机
——各地加强湿地保护综述

新华社记者 黄 垚

进入盛夏，雄安新区的风景
愈发优美，令人赏心悦目。

这是 7 月 23 日拍摄的雄安新
区水上风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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