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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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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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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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瑞丰 李志浩）

一扫前几个月的平淡无奇，即将到来的8月
“天象剧场”可谓精彩连连，好戏不断，不仅有大
流量的英仙座流星雨，还有两次“超级月亮”，更
有进行冲日表演的土星献跳“草帽舞”。

8月 2日凌晨，今年首次“超级月亮”将亮相
天宇，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可欣赏到一
轮又大又圆的月亮。

8月 8日，明亮的木星会与一弯下弦月相
合。“二者将于午夜前后从东方升起，感兴趣的公
众可于8日后半夜一睹这幕美丽的‘星月童话’，
非常醒目。”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
立鹏说。

8月10日，神秘水星迎来东大距。“这是今年
水星三次东大距中的第二次。当天日落后不久，
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裸眼或借助小型天文望远
镜朝向西边低空寻找水星的身影。”修立鹏说。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
总是发生在温暖的夏季，比较适合观赏。今年该
流星雨极大预计出现在8月13日下午至夜间。

“极大期间，英仙座流星雨每小时的天顶流
量预计在 90颗左右，而且极大发生在农历的六

月廿七，14日凌晨时分才会有一弯细细的残月
升起，可以说月光对观测完全不构成干扰。喜欢
流星雨的朋友可于13日晚至14日黎明前进行观
赏。”修立鹏说。

8月21日，一弯蛾眉月将与室女座的恒星角
宿一于日落后在西边天空相合，为公众上演一幕
浪漫的“星月对话”。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8月
22日迎来七夕节，这是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
会的好日子。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
众当晚不妨尝试寻找一下明亮的牛郎星和织
女星。

8月27日，有着“指环王”美誉的土星将迎来
冲日，这是一年之中土星距离地球最近的日子。

“除了用肉眼观测土星本体外，感兴趣的公众还
可以使用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进行观
测。”修立鹏说。

今年第二次“超级月亮”，也是本年度最大满
月，将于 8月 31日惊艳夜空，感兴趣的公众不要
错过。 （周润健）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8月“天象剧场”上新：

看英仙座流星雨，赏年度最大满月

7月30日，游客在麦积山石窟参观游览。
进入暑期，地处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的麦积

山石窟迎来旅游高峰。为保障游客与文物安全，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优化参观路线，从7月29
日起至8月25日间开启路线陡峭的应急1号线
和路线平缓的应急2号线两条参观线路供游客
选择，以此提升游客体验。麦积山石窟是“中国
四大石窟”之一，因其形似麦垛而得名，也是世界
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
遗产点之一。 张可任摄

麦积山石窟开启应急参观线路
提升游客体验

深化医改“划重点”

如何让医疗服务体系从“有”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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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老百姓个人自付负担再减轻 怎样既“用好药”也“供好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