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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组建医联体1.5万个，推动相

关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所占比重

下降到 27.7%……这是记者 22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涉及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

程。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司长许树强在发布会上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围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推出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

围绕群众看病贵问题，我国推进国家组织药品耗材

集中采购和使用，降低虚高药价，已开展的 7批集采中

选药品平均降价超过50%，两批耗材集采平均降价超过

80%，累计节约费用约3000亿元。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加快新药好药上市，推进药品一致性评价，减轻群众

用药负担。在全国基本实现基本医保地市级统筹，住院

和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

品和耗材加成，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规范“互联

网+医疗”服务模式；2020年，三级公立医院门诊预约率

达 56.6%，合理用药水平稳步提升，门诊患者基本药物

处方占比逐年提高……我国医疗卫生体系效率持续提

升。

“群众看病难问题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贵问题得以

减轻、医疗卫生体系效率持续提升、以健康为中心的改

革导向更加突出，我国推动医改取得显著成效。”许树强

说，2021年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相关专科跨省就医

较2019年下降9.3%，就医秩序更趋合理。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履行好国

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职责，加强部门协同，落实改

革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各项医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推

动医药卫生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 21日结束。会议

宣布将2022财年（截至2023年3月）通胀预期

上调至 2.3%，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则重申将坚

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专家认为，日本央行在抑

通胀还是保经济之间陷入两难。

受国际市场能源等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影

响，去年下半年以来，日本物价快速上涨。截至今

年6月，核心通胀指数已连续10个月同比上涨。

尽管日本政府多次调高对燃油批发商的

价格补贴标准，但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仍是推升通

胀的最主要因素。6月，日本电费、管道天然气、汽

油价格涨幅分别达到18%、21.9%和12.2%。

除了通胀加速，日本央行政策走向备受关

注还缘于今年以来日元大幅贬值。欧美央行近

期纷纷提速加息，而日本央行坚持超宽松货币

政策令日元遭猛烈抛售，导致日元对美元等主

要货币大幅贬值。

以美元为例，今年年初日元对美元汇率约

为 1美元兑 115日元，目前日元已走软至 1美
元兑 138日元区间，贬值幅度约 20%，处于 20
多年来低位。有专家预计，年内日元仍有可能

进一步走软。

日元大幅贬值进一步加剧进口商品价格

上涨，能源涨价压力被进一步放大，这使日本

政府和央行面临巨大压力。日本财务省、金融厅

和央行6月举行三方会议，对日元快速贬值表

示忧虑，称“如有必要将采取适当措施应对”。

表面看，上调本财年通胀预期至 2.3%意

味着央行追求的 2%通胀目标已经达成，在日

元大幅贬值背景下，日本央行似乎可以考虑加

息。但黑田东彦认为，成本推升型通胀不同于

央行所期待的需求扩张型通胀，不仅不能刺激

消费，反而抑制消费需求，不利于经济复苏。

有学者认为，基于日本国内需求疲软、经

济复苏乏力的现实，日本并不具备收紧货币政

策、追随欧美加息的基本条件。如果强行加息，

脆弱的经济复苏可能夭折，甚至陷入长期衰

退。

事实上，日本经济复苏面临内外多重下行

压力。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日本一直面临

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问题。在 2019年和 2020年
连续两年萎缩后，2021 年日本经济仅实现

1.7%的缓慢扩张。今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

响，日本经济再现下滑。

相关数据和调查结果显示，受海外供应链

中断等原因影响，5月日本工矿业生产继续环

比下降，降幅较上月明显扩大；今年第二季度

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继续下滑，下滑

幅度较上季有所扩大；由于物价涨幅超过工资

涨幅，日本实际工资水平呈下降趋势。

实际收入下降进一步抑制家庭消费。日本

总务省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去除物价因素，5
月日本家庭消费开支同比减少0.5%，连续3个
月同比下滑。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5月日本经济衰退概率比4月上升了11.3个百

分点，达到45.2%。6月这一概率有可能进一步

上升。

该机构理事长岩田一政指出，日本经济面

临物价上涨和经济减速双重风险。一方面，物

价持续上涨，连续突破央行2%的通胀目标；另

一方面，日本仍存在巨大需求缺口。这使日本

央行陷入两难。央行暂时没找到既能防止通胀

又能避免经济衰退的良策。

昨天上午 10时，C296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云南

省保山站驶出，一路向东驶向大理。经过 14年艰难建

设，大理至瑞丽铁路大理至保山段正式开通运营，保山

市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保山市地处云南西南部，与缅甸山水相连，国境线

长约 167公里，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但在近

现代，交通设施落后制约了保山的发展。随着大瑞铁路

大保段通车，古丝路迈入动车时代。

大瑞铁路东起云南大理，西至云南瑞丽，全长 330
公里，分大理至保山、保山至瑞丽两段建设。本次开通的

大保段全长133公里，设计时速140公里，为国家 I级单

线电气化铁路。

大瑞铁路大保段通车当天，在保山站乘车的旅客们

纷纷掏出手机与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合影。“转眼10多年

过去了，我们终于等来了‘绿巨人’。”保山市市民刘璐在

朋友圈表达了喜悦之情。大瑞铁路大保段通车前，大理

至保山开汽车需约2.5小时；通车后，大理至保山最快1
小时9分可达，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

为建成这段铁路，建设者在崇山峻岭间奋战14年。

大瑞铁路大保段穿越横断山脉纵谷区，横跨漾濞江、澜

沧江等多条河流，沿线山高谷深、河流密布，具有高地

热、高地应力、高地震烈度等特点，地形地质条件复杂。

自2008年6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参建单位科

学组织施工，攻克地质灾害难关，科学有序推进工程建

设。全线新建桥梁34座、隧道21座，总长115.8公里，占

线路全长约87%。

据了解，大瑞铁路大保段开通运营初期，安排开行

旅客列车7对，其中昆明至保山旅客列车3对、大理至保

山旅客列车4对；安排开行货物列车5对。

保山拥有丰富的铁矿、硅矿等矿产资源及咖啡、茶

叶、热带水果等农特产品资源。大瑞铁路大保段开通前，

这些货物都是通过汽车进行运输，运输成本高、运输时

间长。“据测算，这条铁路让保山铁矿外运至少节约15%
的运输成本。”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调研员段

培光说，大瑞铁路大保段成功开通运营，拓宽了滇西地

区的发展之路，结合公铁、海铁联运方式，将打通中国与

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间的物流新通道。

目前，大瑞铁路保山至瑞丽段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待全线贯通后，中缅国际铁路通道中国境内线路将全面

建成，大瑞铁路服务“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

通道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古丝绸之路将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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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2222日日，，复兴号列车通过大瑞铁路大保段澜沧江特大桥复兴号列车通过大瑞铁路大保段澜沧江特大桥，，红色桥梁为中缅油红色桥梁为中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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