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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11日电 记者 11 日从
教育部获悉，为全面加强义务教育招生入
学管理工作，教育部决定组织开展义务教
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坚决整治“暗
箱操作”“掐尖招生”等现象，严肃查处各类
跟招生入学挂钩、关联的收费行为，健全公
平入学长效机制。

据悉，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
项行动（2024）的通知于日前印发。通知要
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针对招生入学重点
环节，对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开展全面排
查，坚决纠正各类违规行为。重点包括：中

小学是否将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
文化课考试结果、培训证书以及学科竞赛
成绩、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参考或依据；是
否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关联的“捐
资助学款”“共建费”等；是否以高额物质奖
励、虚假宣传、口头承诺或签订录取承诺书
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是否自行组织或
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
的的各类测试面试等；是否存在公办学校
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行为；中小
学是否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快慢班，以
此名义掐尖招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是否

违规跨区域招生，以借读、挂靠等名义变相
违规招生并进行乱收费。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全面
排查本地区已有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措
施内容，坚决纠正或废止不符合国家政策
精神和要求的相关规定和做法。重点包
括：学校的划片招生范围是否科学合理，新
建学校招生范围和新建小区对口学校划分
工作机制是否完善，是否制定明确的民转
公学校划片招生政策或过渡期政策；省市
两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科研机构附属义
务教育学校是否全面纳入属地招生管理、

实行统一招生政策等。
此外，根据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主动加强信息公开，增加招生入学工
作透明度；进一步优化登记入学、电脑派位
工作，便捷招生入学流程，减轻群众负担。

根据通知，教育部成立由部内有关司
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国家督学、基
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等组成的专项
工作组，加强对各地招生入学工作全过程
监管和工作指导。教育部也将适时开展专
项行动调研和全国范围跨省交叉互检，通
报违规行为和查处情况。

“暗箱操作”“掐尖招生”将被整治
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4月 11日电 记者 11 日
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由该部门
组织开发的 111 个国家职业标准已上线
公示。调酒师、美容师、婚礼策划师等职
业“国标”将逐步完善。

据介绍，这些国家职业标准对各职
业的定义、技能等级、培训要求等作了详
细规定。

以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国家职业标准
为例，该职业共设 5 个等级，分别为五
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标准详细
列明了每个等级相应的工作内容、技能
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初级工需掌握母乳喂养知识、拍嗝
的流程与注意事项、辅食添加顺序与注
意事项等知识技能；高级工则需能为孕
妇及家属解释重要产检项目内容、能评
估与改进婴幼儿喂养策略等。

国家职业标准还对各职业需具备的
理论知识、技能要求各项权重进行了详
细规定；在职业技能评价要求方面，列明
了申报条件、评价方式、评价时长等。

本次组织开发的 111 个国家职业标
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截止日
期为 4 月 25 日，公众可按公示要求通过
电子邮件方式反馈意见或建议。

新华社北京 4月 11 日电 记者 11 日
从国家医保局 2024 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国家医保局将推进“高效办
成一件事”12 项重点事项落地，包括推动
新生儿参保等医保相关事项形式优化、流
程精简、服务提速。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付超奇介
绍，2024 年 12 项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
事”重点事项中惠及参保群众 8 项、用人单
位 1 项、医药企业 2 项、定点医药机构 1 项，
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一是形式优化。包括群众既能用社

保卡就医购药，也可以扫描医保码或刷脸
实现医保报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
济可直接线上办理，不需再去窗口；群众
可以更便捷地查询医保相关信息等。

二是流程精简。通过信息共享联办，
新生儿参保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职工医
保参保人退休、企业破产时信息核查等不
再需要多个部门跑腿办理；符合条件的困
难群众可直接享受基本医保参保资助，既
不需申请，也不需先垫缴后报销；同时，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将拓展到更多门诊慢特
病病种，更多罹患慢性病的群众可以享受

异地直接结算服务、减轻垫付压力。
三是服务提速。群众生育并提交申

请后，10 个工作日内可获得生育津贴支
付；医药企业提交申请后，药品赋码可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及时与定点医疗
机构结算合规医疗费用，进一步缩短服务
办理时间。

付超奇表示，国家医保局将积极推动
医保基金安全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向信用
比较好、管理比较规范、积极推进药品追溯
码扫码的定点医疗机构提供 1 至 3 个月的
医保结算预付金，减轻医疗机构运行压力。

新华社北京4月 11日电 国家医保局
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 11 日在 2024
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 2023
年 底 ，全 国 超 九 成 统 筹 地 区 已 经 开 展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改革地区住院
医保基金按项目付费占比下降到四分之
一左右。

“医保支付方式是医保经办机构向医
疗机构支付费用的具体方式，如按项目付
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等，不同支付
方 式 对 临 床 诊 疗 行 为 有 不 同 的 引 导 作
用。”黄心宇说。

据介绍，传统上医保基金采取按项目
付费的方式，先确定药品、耗材、医疗服务
项目的范围和报销比例，再将应由医保报

销部分的费用直接支付给医疗机构。这
种方式虽然简单便捷，但容易诱发医疗费
用过快增长、“过度医疗”屡禁不绝、医务
人员劳动价值没有充分体现等问题。

“DRG 和 DIP 都是按病种付费的具体
形式，其目的是将复杂的临床诊疗尽可能
标化，实现相同的病种之间可比较、可评
价，医保支付与医疗机构收入都有合理的
预期。”黄心宇介绍，DRG/DIP 的病种支
付标准是以历史费用数据为基础、运用大
数据方法科学测算得出，并随社会经济发
展、物价水平变动等适时提高，保证患者
得到合理、必要的治疗。

为支持临床新技术应用、保障重病患
者充分治疗，支付方式改革中还引入了符

合条件的新药、新技术可不纳入病种支付
标准的“除外支付”规则。

黄心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正在建立面
向广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意见收集机
制 和 DRG/DIP 分 组 规 则 调 整 机 制 ，对
DRG/DIP 分组进行动态化、常态化调整
完善，确保医保支付方式科学性、合理性。

对于少数医疗机构将医保支付标准
的“均值”变“限额”，以“医保额度到了”的
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
的情况，黄心宇表示，国家医保部门从未
出台“单次住院不超过 15 天”之类的限制
性规定，我们坚决反对此类做法并欢迎群
众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同时将对相应医
疗机构予以严肃处理。

从未出台“单次住院不超过15天”等规定

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国家医保局将推动新生儿参保等事项精简流程

人社部门为111个职业
制定“国标”

▶ 4 月 11 日拍摄的甲辰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

当日是农历三月初三，甲辰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郑举
行。大典的主题为“同根同祖同
源，和平和睦和谐”，来自海内外的
华夏儿女汇聚在这里，共拜轩辕黄
帝，祈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世界
和平和睦。 新华社发

甲辰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举行

▲ 4 月 10 日，村民乘坐预约的“网
约公交车”出行。

为了提升乡镇公交车使用效率，降低
成本，又方便群众出行，辽宁省盘山县公
交公司今年3月下旬在古城子镇试点推出
名为“鲶鱼定制公交”的“网约公交车”。
首批上线的“鲶鱼定制公交”有 4 台 17 座
电动公交车，司机均来自盘山县古城子镇
下辖村，对乡村路况和乘客乘车习惯比
较熟悉。“鲶鱼定制公交”2人起可以约车，
每人每次 5元。60岁至 69岁的老人半价，
70岁以上老人免费。 新华社发

村里有了“网约公交车”

公开征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