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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哪些与你有关的事儿“上了热搜”？盘点健康领域，三孩

生育政策发布实施、74种新药被纳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多批集

中带量采购的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大幅降低，这些事儿值得好

好说说。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继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21年，我国迎来人口与生育政策的又一

次历史性调整。

7月 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决定》对外发布，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

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

教育成本……决定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涉及

卫生健康、教育、财政、税务等诸多领域，以期减轻家庭后顾之忧。

为了让政策福利早日惠及民众，我国加快推进立法进程，仅仅一

个月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完成修改。随后，多地陆续启动地方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

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每人每年享受累计 10天的育儿假；女方除

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 60日，男方享受陪产假 15
日……多地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条例中，假期保障等方面的规定让人

眼前一亮。

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启

动实施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完善生育登记制度……随着有关部

门和地方不断制定、细化政策实施方案，更多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有望

来到百姓身边。

74种新药进医保 218种药品集采再降价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又有新药好药进账——74种新药被

纳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肿瘤、高血压、精神病、抗感染、罕

见病等多个领域。

医保专家介绍，这一年共有23个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进入国家医

保谈判，最终有22个谈判成功，进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自2017年起，我国每年组织开展医保药品谈判，通过谈判准入，

将许多临床必需但价格昂贵的独家药品大幅降价纳入医保药品目

录，降低参保患者的用药负担。与原市场价格相比，通过谈判降价和

医保报销，2021年这次目录调整预计2022年可累计为患者减负超过

300亿元。

挤药价水分、降患者负担，药品集采持续发力。2021年1月，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的意见》，从覆盖范围、采购规则等方面提出药品集采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的具体举措。

2021年，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第四、第五和第六批国家药品集

采。包括本年度前两批在内，目前共计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在全

国范围内落地，覆盖 218种药品，平均降价 54%，节省费用超 2000亿
元。

平均降价82%！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国家队”再出手

继冠脉支架迈入“千元时代”后，2021年，集采高值医用耗材再度

“发力”。

人工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万元降至约7000元，人工膝关节平均

价格从3.2万元降至约5000元……2021年9月，第二批国家组织高值

医用耗材人工关节集采“瞄准”人工关节，平均降价82%，预计每年可

节约费用160亿元。

而患者已于 2021年 1月用上平均降价 93%的集采中选冠脉支

架。不但如此，为配合降低患者负担，国家医保局还指导外地患者占

比大、现行价格低于全国中位价格的省份，配套调整冠脉手术价格，

冠脉支架3项手术费用已调至8300元左右。

近年来，医用耗材集采渐成地方常态。据国家医保局介绍，目前，

所有省份均以独立或联盟形式开展医用耗材集采，覆盖导引导丝、吻

合器、补片、胶片、冠脉球囊、人工晶体等医用耗材。

2021年6月，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国家组织高值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指导意见》，对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

用耗材集采加以总体规范，为扩大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范围、

进一步降低患者医药负担明确方向。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集采将成为公立医院采购的

主导模式，惠及广大群众。

三孩，来了！新药，进了！耗材，降了！

2021，这些“民生热点”值得关注

新年新气象。即将到来的 2022年依然有

不少或有趣、或精彩的天象等着我们去追逐，

去观赏。其中，新年首月就有伦纳德彗星过近

日点、象限仪流星雨极大、月“拜”三星、水星

东大距、年度最小满月等多个天象轮番登场。

C/2021 A1彗星（即伦纳德彗星）是 2021
年度“最亮彗星”。“该彗星将于 2022年 1月 3
日通过近日点，然后开始逐渐远离太阳系中

心的旅程，所以在地球上所观测的亮度正持

续减弱。不过这颗彗星在 2021年 12月 20日
突然迎来了二次爆发，亮度陡然增加，达到肉

眼可见的程度，着实给众多天文爱好者带来

了一次不小的惊喜。在飞向太阳的过程中，如

果它没有被太阳的强大引力扯碎进而‘香消

玉殒’，预估 2022年 1月上旬的亮度在 6等左

右。在过近日点前的这几日，在日落后的西南

方低空，感兴趣的公众借助望远镜可见它的

影踪。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在日落时的位置会

越来越低，可观测时间也越来越短。”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说。

作为 2022年的开年大戏，北半球三大流

星雨之一的象限仪流星雨将于 1月 4日迎来

极大，预计极大时ZHR（在理想观测条件下，

辐射点位于头顶正上方时，每小时能看到的

流星数量）可达120。
“由于无月光干扰，且极大发生时正值夜

晚，这场流星雨的观测条件极佳。有兴趣的公

众可选择在 4日凌晨至日出之前寻找一处合

适的地点对其进行观测。”修立鹏说。

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都会有“星月童

话”上演，这种浪漫天象在2022年1月自然也

不会缺席。“1月 4日至 6日夜幕降临后，在日

落后的西南方天空，一枚弯月会依次‘拜会’

水星、土星和木星，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感兴

趣的公众有望凭借肉眼观赏到这幕趣味天

象。”修立鹏说。

12月19日，很多人都欣赏到了2021年最

后一轮满月，这也是年度最小满月，俗称“超

级小月亮”。有意思的是，2022年1月18日，年

度最小满月又将现身夜空。

“有心的朋友，如果当时拍到了 2021年
度最小满月，这次可以用同样的设备、同样的

焦距参数在月亮位于同样的地平坐标位置时

再次拍摄下来，两相比对，哪个更小，一目了

然。”修立鹏说。

亮彗星、流星雨、年度最小满月……

2022年1月天宇真热闹

元旦小长假临近，各地自驾中短途旅游、

探亲访友、聚餐聚会等出行活动增多，酒驾、

超速等交通违法多发易发，且与年底客货运

高峰交通流叠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公

安部交管局 30日发布元旦交通安全预警，分

析研判了元旦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风险。

据研判，元旦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突

出，聚餐聚会、集会庆祝多，夜间凌晨重点时

段酒驾醉驾违法肇事概率增大；在一次死亡3
人以上较大交通事故中，酒驾醉驾肇事导致

的占 30%。自驾出行安全风险突出，随着私家

车普及，加之疫情影响，群众自驾出行增多，

私家车肇事多发，导致的事故死亡人数和较

大事故起数均占50%以上。

此外，冬季煤炭、油气、建材等大宗物资

和节日消费品运输繁忙，与节日探亲、冬季旅

游需求叠加，客货车多拉快跑、“三超一疲劳”

等违法肇事易发多发，客货运输车辆肇事风

险突出。农村地区赶集赶圩、民俗庙会多，货

车、三轮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违法超员等肇事

风险上升。外地务工人员和学生拼车包车、搭

乘非法营运车辆回乡增多，也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另据预报，元旦期间全国大部地区天气

晴好，但气温较低，需防范低温和道路结冰对

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自

驾出行应合理安排出行路线，不分心驾驶，不

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切勿酒驾醉驾；高速公

路行车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不随意穿插，切

勿占用应急车道；如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

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非法营运的“黑车”，乘车

时务必系好安全带，避免发生意外时受到伤

害。

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元旦交通安全预警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萌娃欢乐迎新年萌娃欢乐迎新年
12月30日，江苏省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杨柳青校区的学生手持主题字样，喜迎新年。

元旦将至，各地多所学校举行迎新年主题活动，孩子们通过游戏、联欢等方式，在欢声笑语

中迎接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