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陶祎之 电话:88516033 88516032 邮箱:tzrb@china.com

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7 国内

新华社成都7月30日电（记者梅
常伟）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6日到西部战区空军视察，代
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西部战区空
军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向全体人
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
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
日祝贺。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
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提高部
队现代化水平，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

予的各项任务。
盛夏的成都，满目葱茏，生机勃

勃。上午10时20分许，习近平来到西
部战区空军机关，了解部队建设和备
战打仗工作有关情况。习近平对西部
战区空军组建以来各项工作和完成
任务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习近平强调，要紧贴任务需要，适
应特殊环境，深入推进军事斗争准备。
要周密组织日常防空，确保空防安全。
要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战斗
力，有机融入作战体系。要统筹航空兵

部队和地导、雷达、电子对抗等部队发
展，推动作战能力整体提升。要坚持不
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实案化
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课目专攻精
练，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
军党的建设会议精神，确保党从思想
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要扭
住高层党委，坚持以上率下、从严要
求，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能力，
把党委班子自身建设搞过硬。要高度

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
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
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
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压紧压实各级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正风肃纪反腐
不断向纵深推进。要落实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部署要求，抓好部队主题教
育，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
持把问题整改贯穿始终，在解决一个
个问题中推动工作落实，开创部队建
设新局面。

何卫东等参加活动。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
人员致以节日祝贺

习近平八一前夕视察西部战区空军时强调

加快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新华社杭州7月30日电（记者
唐 弢）为防范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
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浙江省防指于
7月 30日 18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
应调整为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要求
各地各部门按预案、方案做好防汛防
台风各项工作。

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7月 30日
17时，台风“卡努”中心位于琉球群岛
那霸市东南方向约 850 公里的洋面
上，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
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7月31日转向
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
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8月 1

日白天移入东海，并逐渐向我国华东
沿海靠近。

气象专家提醒，受台风“卡努”影
响，预计7月31日至8月3日，浙江沿
岸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由于
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天文
潮普遍较高，部分岸段将出现超过当

地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浙江海事局已于 7月 30日 15时

启动全省海上船舶防台Ⅲ级应急响
应。截至30日12时，浙江海上客运航
线已停航60条，沿海260个涉水工程
已全部停工，并停止试航船舶出江进
浙试航作业。

台风“卡努”逼近 浙江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戴
小河）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今年第5
号台风“杜苏芮”给福建电力供应带
来较大影响，国家电网福建电力公司
组织人员昼夜抢修，截至 30日 8时，
超八成受损用户已恢复供电。

国家电网福建应急中心主任沈
桂城说，台风登陆以来，国家电网福
建电力公司组织人员昼夜抢修，累计
投入人员 4.5 万人次、车辆 12461 车
次、应急抢修装备 6538台，88.27%的
受损用户已恢复供电。

“杜苏芮”风大雨急，福建省内
190多万电力用户受较大影响。狂风
暴雨袭击过后电网设施受损严重，异
物、漂浮物和树木倒伏造成输配电线
路倒杆断线，部分小区地下配电室进
水，灾后抢修复电难度大。

国家电网福建电力公司统筹安
排抢修力量，全省跨区调派抢修队伍
重点支援泉州和莆田地区，按照三班
轮换 24小时不间断开展灾后抢修复
电，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目前，正全力
快速抢修，争取全部复电。

福建电力部门紧急抢修应对“杜苏芮”
超八成受损用户已恢复供电

新华社记者董瑞丰 李志浩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8.2
岁，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
保障网，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
国家前列……十多年来，我国持续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当前，深化医改面临哪些重点任
务？老百姓有望在哪些方面继续提升
获得感？7月 29日至 30日在山东济
南召开的2023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
广会暨中国卫生发展会议上，多名业
内专家盘点既往医改清单，前瞻下一
阶段“路线图”。

“家门口”能否有更多
优质医疗服务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
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
在乡镇、村里解决”，是深化医改的重
要目标。

目前，我国确定了125个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医疗服务“高
地”覆盖所有资源薄弱省份。2021年
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相关专科的
跨省就医，较2019年下降9.3%。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基本完成
规划布局，下一步重点是推动建立与
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一级巡
视员朱洪彪说。

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基层的
诊疗水平也在持续提升。截至 2022
年底，全国 87.71%的县级医院达到
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累计达到服
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超过3万家。

朱洪彪表示，未来将继续规划建
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持续提升地市
和县级医疗水平，加强社区和农村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完善促进分级
诊疗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

着眼长远，要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享受到更多优质医疗服务，还需
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
革，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

此前，全国公立医院已分别取消
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如何夯实公立
医院的公益性基础，同时保障公立医
院人员薪酬的来源、调动医务人员积
极性，成为一项迫切任务。“下一步的
重点是持续巩固和完善运行新机
制。”朱洪彪说。

如何让老百姓个人自
付负担再减轻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3年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筹资标准，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为每人每年 640元。十年前，这
个标准是280元。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政府
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持续加大，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持
续下降至27.7%。

“但一些老百姓实际从口袋里拿
出的看病钱，并没有感觉到明显减
少。”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医院发展研

究院院长许树强说，一个重要原因是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外的费用负
担依然较重。

一边要继续解决看病贵，一边是
医疗服务价格偏低、部分医疗机构出
现亏损，如何破题？

不久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
工作任务》，其中明确提出要促进多
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

上海市依托“本市职工自愿使用
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购买商
业医疗保险政策”规则，推出定制
型商业医疗保险“沪惠保”，2021年
版 投 保 人 数 达 到 739 万 人 ，截 至
2022 年底累计赔付 7.9 亿元，成为
基本医保的有效补充，助力群众看
病再“减负”。

山东省在实现职工长期护理保
险全覆盖基础上，2022年启动居民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目前全省长期护
理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4112万人，位
居全国第一，更好满足重度失能人员
的长期护理需求。

许树强认为，深化医改既要让人
民群众从自己口袋拿钱的花费越来
越少，还要促进公立医院的发展，可
以考虑更多医疗费用由第三方支付
的改革举措。在继续发挥医保基金基
本保障作用的同时，积极推进普惠型
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长期
护理保险等发展。

怎样既“用好药”也“供好药”

眼下，聚焦儿童用药、罕见病用
药等，新一轮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
作正在进行中。

近年来，随着医保药品目录准入
谈判、集中带量采购等多项举措落
地，341个新药以适宜的价格纳入目
录，集采药品平均降价超过 50%，累
计节约费用3000亿元左右。

在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金春林看来，集采的前期准
备工作越发充分，方案设计越发严
密，惠及百姓的药品和医用耗材也越
发丰富。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集采在推
动药品降价的同时，也让原研药和通
过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
的比例超过90%，高质量药品的可及
性大幅提升。

支持药品研发创新，常态化开展
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加强
药品供应保障和质量监管……聚焦
医药领域改革和创新发展，一系列重
点工作将在今年下半年持续推进，确
保“供好药”“用好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将指导各省至少开展
一次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要
求年底前实现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
数合计达到450个。

此外，据了解，促进医防协同、医
防融合，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
革，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等，也将
是下一阶段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年
内有望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文件。

（新华社济南7月30日电）

深化医改“划重点”
如何让医疗服务体系
从“有”到“优”？

新华社记者邓倩倩

7月 30日下午 3点，福州市仓山
区盖山镇跃进村村民张爱玉正在家
中收拾因内涝被泥水浸泡的院子和
家具。“昨天早上全家 10几口人在村
干部的帮助下转移到安全地方，傍晚
积水清退后才回来，今天该上班的上
班去了，这次内涝处置非常迅速，让
我们村民很安心。”张爱玉说。

由于台风“杜苏芮”给福州市带来
强降雨，市内出现约40个严重积水区
域。记者30日走进受内涝影响严重的
跃进村，只见村里的积水已经清退，留
下墙上近 1米高的水痕，路上人来车
往，村口的小卖部也已开门营业。

“自29日凌晨发现水位逐渐上升
后，村里紧急采取行动，调用皮划艇
和铲车转移村民30多人，安置在附近
的寺庙，并安排了餐食。”跃进村村支
书王和杰回忆道，当时村道成了“河

道”，幸好有乡镇指挥部调用来的“龙
吸水”设备，在多方努力下，当天下午
积水就已经排尽，让村民的财产损失
降到最低。今天早上全村进行冲洗，
村民的生活已经恢复。

鉴于台风“杜苏芮”对福州市强
降雨影响基本结束。福州市人民政府
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于 30日 8
时终止第5号台风“杜苏芮”的防台风
应急响应，并终止防暴雨应急响应。

记者30日驱车行驶在福州市区，
经过五四路、福飞路、首山路等重点
内涝路段，看到积水均已退去，路面
也经过清洁，车水马龙、畅通无阻。

“经过‘消除积水大作战’，凿通
水沟、打掉挡墙、清理堵塞的落叶、出
动‘龙吸水’等设备，到 29日 21时 30
分，四城区积水点抽水排水全部结
束，均已恢复正常通行。”福州市城区
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接
下来还将与气象部门实时跟踪雨情

水情，持续降低城区水体水位。
在争分夺秒的应急处置下，福州

公共交通系统短暂按下“暂停键”后
迅速恢复，福州地铁29日暂停7小时
后恢复全线运行，30日地铁上又现出
行人流。“这次内涝比往年都严重，但
畅通速度比想象中快，为一线工作人
员的连夜奋战点赞。”市民陈先生说。

又名“榕城”的福州是一座园林城
市，在此次暴雨中也有不少树木受
损。福州市绿化管理处养护管理科唐
晓锋说，台风期间组织了56支抢险小
分队值班，截至 30日早晨，共处置倒
伏树木 418株、断枝837处、修剪加固
615株，已完成市管道路全线清场工
作，还将继续协助各区域开展树枝清
理修剪工作，保障市民上班出行方便。

记者在街头还看到，环卫工人、
志愿者们拿着扫帚、火钳、铁锨等工
具清扫路面和下水道堆积物，用高压
水枪冲洗路边残余淤泥。台江区环卫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进入精
扫精洗阶段，尽快恢复所有道路市容
市貌及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

“由于片区位于冶山历史文化风貌
区，涉及遗址公园、历史建筑、老旧小区
等，所以还在进一步排查隐患，尽快修复
受损设施，并为防止汛后疫病开展消杀
消毒工作。”中山社区党委书记黄斌说。

民生物资配送方面，道路上随处
可见朴朴、永辉超市等配送员忙碌的
身影，线上商超已经取消“因台风影响
配送可能延迟”的通知。永辉超市相关
负责人说，超市物流端受暴雨和路况
影响很大，近日根据实时路况和交警
指挥，灵活调整物流车辆配送路线，保
障物资量足价稳，便利民众生活。

随着台风“杜苏芮”的影响结束，
福州各类场馆恢复开放。时值周末，市
民如往常一样出游出行。三坊七巷、上
下杭等历史文化街区恢复开放，人流
涌动，商铺门店逐渐热闹起来；公园里，
家长带着孩子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傍晚时分，阵雨过后，夕阳从云
层透出光束洒向大地。城市喧嚣渐
起，烟火回归。

（新华社福州7月30日电）

——福州民生秩序陆续恢复一线见闻

风雨过后 生活如常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针对台
风“杜苏芮”残留云系北上给华北、黄
淮等地带来强降雨，可能对农业生产
造成不利影响，农业农村部在前期已
下发预警通知的基础上，于30日启动

农业重大自然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根据应急响应要求，北京、天津、

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市要加强
应急值守，密切监测评估灾情，落实
落细防汛救灾措施，要提前清理疏通

沟渠，检修加固种养设施，排查安全
隐患，准备应急排涝机具。

应急响应提出，相关地区要组派
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包县包乡、进村
入户，指导灾区及时抢排积水，加强

分类管理，科学追肥，强化病虫害防
控，促进植株尽快恢复正常生长，对
受淹绝收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短
生育期作物，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
失。

农业农村部启动农业重大自然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7 月 30 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沈家门渔港，渔船进港避风（无人机照
片）。

据了解，原定于 8 月 1 日中午 12
时，浙江省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灯
光围（敷）网四种作业专项特许捕捞渔
船（含辅助船）将结束伏季休渔（渔民
俗称“小开渔”）。受6号台风“卡努”影
响，浙江省渔业防台指挥部研究决定，
原定开捕时间统一推迟，在 6 号台风
影响结束前，所有渔船一律在港避风，
休闲渔船全部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
员全部撤离上岸。

新华社发（邹训永摄）

浙江：防御台风“卡努”
“小开渔”推迟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沐铁城）慢阻肺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
与综合干预项目2023年度全国启动
与培训会7月30日在北京召开。作为
项目的负责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
辰院士介绍，慢阻肺病对人民健康存
在重大危害，全社会应提高对慢阻肺
病的知晓率。相较其他慢病，慢阻肺
病在“促防诊控治康”方面短板更为
突出，因此国家拿出专项经费进行支
持，这是在呼吸疾病领域首次设立的
高危人群专项筛查。

据悉，本次会议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医疗应急司指导，中日友好医院、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办。来自 31个
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含港
澳台）的项目办负责人及项目参与单
位代表约1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同
时面向全国各地的项目参与单位及
工作人员直播。

2021 年，财政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首次将“慢阻肺病高危人群早
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新增为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项目的工作
任务之一。这是国家首次在慢性呼
吸疾病的筛查和干预领域投入重
大经费支持，具有公共卫生和社会
意义。

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中日
友好医院承担国家级项目管理办
公室职责，负责推动项目总体实

施。两年多来，中日友好医院与全
国 31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不含港澳台）的项目办共同推
动项目有效开展，在 160 个项目区
县 ，累 计 开 展 问 卷 筛 查 120.61 万
人，并对筛出的慢阻肺病高危人群
逐步开展干预随访，项目在各地落
地生根，有效推动项目区县慢阻肺
病防治能力提升。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周军介绍，
中日友好医院作为国家呼吸医学
中心，围绕慢阻肺病“促防诊控治
康”开展大量工作，在国家卫生健
康委、财政部等支持下，先后牵头
开展“幸福呼吸”项目、国债项目、
高危筛查项目，累计覆盖全国近 3
亿人口。经过多年努力，三大项目
中最为“年轻”的高危筛查项目在
慢阻肺病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方面
已初见成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
司长郭燕红表示，项目切实提高
了群众慢阻肺病知晓率，促进慢
阻肺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已成为惠及全民的重要工程。同
时 希 望 项 目 参 与 单 位 能 瞄 准 目
标，规划明确，不断深入研究，提
升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慢阻肺病早
期筛查和综合干预能力，确保项
目有序开展，高质量地完成项目
任务目标。

我国推进慢阻肺病
高危人群专项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