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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故宫博
物院向社会全新发布 2万件院藏文物高清数字
影像，“数字文物库”文物总数超过10万件，公众
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官网进入浏览。

据介绍，“数字文物库”利用知识图谱技术
增强了文物检索能力。也就是说，用户以往只
能通过关键词或名称来检索文物，如今还可通
过文物的纹饰、颜色等检索，进一步满足公众欣
赏、学习、研究需要。

2019年，故宫博物院推出了线上数字文物
项目“数字文物库”，首批精选了5万件文物高清
数字影像向社会无偿公布。截至目前，“数字文
物库”浏览量超3300万次。

“故宫·腾讯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日落成，现
已初步具备超高清二维数字影像、三维文物数
据、虚实融合视音频采集等文物多维数据一体
化采集能力。下一步，故宫将探索文物数字化
保护利用的新形态，让数字文化资源成果更好
惠及大众。 （杨湛菲）

故宫“数字文物库”
文物总数已超10万件

5月17日，游客在贵州省麻江县宣威镇药谷江村赏花。初夏时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麻江县宣威镇药谷江村种植的500余亩金鱼草竞相开花，色彩斑斓的花谷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观花赏景。近年来，麻江县宣威镇春夏季种植金鱼草、薰衣草，秋冬季种植菊花等花
卉，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和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花卉产业，以花为“媒”带动乡村旅游，助
力乡村振兴。 杨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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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我们不断健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
保障网。”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在发布会上介
绍，2018年至 2022年，全国人口参保率稳定在
95%左右，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

全民参保是医保事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全
局性工作。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表示，国家
医保局将从四个方面持续推进参保扩面提质：

通过数据比对提高参保扩面精准性，完善
覆盖全民的参保数据库；通过部门联动提高参
保扩面针对性，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新生儿、流
动人员和农民工参保率；通过优化服务提高参
保扩面便利性，加强与税务部门协作，为参保人
员提供“一站式”服务等。

为稳步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口基本医疗有保
障，坚决守牢不发生因病规模化返贫的底线。
国家医保局将在推动建立多元化医疗救助体
系，完善统一规范的医疗救助制度，完善高额费
用负担患者综合帮扶机制等多方面持续发力。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采取医保谈判、集中带
量采购、改革居民慢性病保障方式等多种措施，
持续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介绍，5年来，国家医
保目录累计新增618种药品，涵盖新冠感染、肿瘤、
心脑血管疾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临床治疗领域。

为提高药品可及性，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
卫生健康委出台谈判药品“双通道”等政策，支持
目录落地实施。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国已经
有20.9万家定点医院和药店配备目录谈判药品。

据介绍，国家组织集采333种药品平均降价
超 50%，集采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 8种高值医
用耗材平均降价超80%，连同地方联盟采购，累
计减负约5000亿元。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推进医药集中
带量采购的扩面提质：

从国家层面看，2023年已开展第八批药品
集采，接下来还将开展第四批高值医用耗材集
采，主要针对眼科人工晶体和骨科运动医学类
耗材，并将适时开展新批次药品集采。

从地方层面看，将重点对国家组织集采以
外的化学药、中成药、干扰素以及神经外科耗
材、体外诊断试剂等开展省际联盟采购。

胡静林介绍，5年来，通过飞行检查、专项治
理、日常监管等手段，推动形成了医保基金监管
的高压态势。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继续加大
飞行检查力度，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
治，强化大数据监管，构筑全社会监督防线，完
善基金总额预算、集采药品结余留用等政策。

为解决异地就医报销不方便的问题，国家
医保局大力推进跨省异地直接结算，目前全国
住院费用、普通门诊费用、门诊慢特病的跨省联
网定点医疗机构分别达到 6.88万家、38.21万家
和2.46万家。

胡静林介绍，国家医保局将继续扩大覆盖
范围，推动更多定点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医联
网结算范围，并继续优化备案流程，鼓励更多地
区开展自助备案，方便群众异地就医。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老年
人数量不断增长，长期护理保障问题逐步成为
社会焦点。截至 2022年底，长期护理保险参保
人数达到1.69亿，累计有195万人享受待遇。

胡静林表示，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深入抓好
现有试点，对前期试点中已形成的多方共担筹
资机制、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等进行完善。
同时，推动地方健全落实国家层面已明确的失
能等级评估标准。

李滔介绍，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注重发挥
医保在“三医”联动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
医疗保障与医疗服务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的良性互动、协同改革，推动减轻群众就医负
担，促进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支持鼓励医药技
术创新。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制度化常态化开展
集中带量采购，完善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深
化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支持深化以公益性为
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协同推进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推进医保改革与医药创
新相互促进。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在厘清基本
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医
保部门采取了推动信息共享、支持经办协同、提
升基金效能等措施，助力商业医疗保险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探索
基本医保和商业医疗保险协同发展、互补互促
的适宜路径和有效模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
层次医疗保障需求。”黄华波表示。

（彭韵佳 顾天成）

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助力“三医”协同发展
——国家医保局介绍推动医保高质量发展情况

基本医疗保障关系到群众看病就医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当前我国基本医保

参保情况如何？如何将更多新药好药纳入医保？如何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救命钱”？

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18日举行的国新办“权

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全国人口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
健全世界最大基本医疗保障网

将更多新药好药纳入医保
持续提升参保群众用药保障水平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救命钱”
推动更多便民举措落地

助力“三医”协同发展
积极助力商业医疗保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