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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保障再升级
结构更“优”了

每天服药，是许多高胆固醇血症患者
长期以来承受的压力。今年医保药品目
录新增的药品，提供更多用药便利：我国
一款治疗血脂异常的创新药托莱西单抗
注射液纳入医保，患者可以灵活选择 2 至
6周注射一次。

每天扎一针，是许多糖尿病患者面临
的烦恼。今年医保药品目录新增的药品
中，一款治疗成人 2 型糖尿病的创新药，
一周仅需注射一次。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不仅关注罕见病
等少数群体，也在不断解决常见慢性病患
者的用药之忧。

聚焦群众所需，医保药品目录有“加
法”，也做“减法”。此次调整调出了 43 种
临床已替代或临床价值不高、长期未生产
供应的药品，让医保药品目录更合理。

专家强调，医保药品目录重在科学调
整，不是简单的“价低者得”。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心宇
表示，本次调整后，肿瘤、慢性病、罕见病、
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在不显著增加基金支出的前提下，将更多
填补目录保障短板或者提升疗效的品种
纳入目录，实现“提质不提价”。

创新药比例再提升
“救急药”更新了

宫颈癌，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如何更好呵护“她”健康？

一款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
的药品，6 月下旬拿到国家药监局批件，
又幸运地进入了新版医保药品目录。速
度之快，让企业方谈判代表深感意外：“希
望更多新药能够更快服务患者。”

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创新药的

谈判成功率超过了 90%，较总体成功率高
16 个百分点。新增的 91 种药品中，90 种
为 5 年内新上市品种。其中，38 种是“全
球新”的创新药，无论比例还是绝对数量，
都创历年新高。

如今，经过七轮调整，累计已有 149
种创新药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国家医保
局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国栋表示，新药进入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速度不断加快，让参
保群众能够及时享受医保改革及医药创
新带来的红利。

更多创新药进医保的背后，是我国医
药创新的蓬勃发展。2018 年至 2023 年我
国 1 类创新药获批上市数量整体上呈现
上升趋势，2023 年获批数量达 35 种，是
2018 年的 4倍以上。

推动目录高效落地
确保患者能“真用上”

新药进了医保，还要能走进千家万户。
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家医保局等部门

对药品的配备使用、新药推介、管理监督
等提出具体要求，以确保目录真正落地见
效，更好满足患者合理需求。

此外，通过“双通道”管理机制，一些
原来主要在大型医院供应的医保谈判药
品，目前可以在全国 10 余万家医保定点
药店销售并纳入医保报销。

此次谈判协议中，国家医保局还要求
企业在目录落地前，全部落实药品追溯码，
实现全程“可追溯”，进一步强化配备和供
应情况监测，确保药品可及性得到提升。

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协议期内谈判
药品累计受益 8.3 亿人次，累计为患者减
负超 8800 亿元，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实实
在在惠及患者。

小药片连着大民生。更科学、更有温
度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将为亿万百
姓带来更多健康“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 11月 28日电

91种新药进国家医保

小药片连着大民生
从每片2.43元降至2.11元——

在今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中，
难治性癫痫“救命药”氯巴占片在
半小时之内就实现了药企与医保
部门的“双向奔赴”，为需要长期服
药的罕见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11月 2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于
2025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目
录新增 91种药品，其中有卡度尼
利单抗注射液等 26种肿瘤用药、
利鲁唑口服混悬液等 13 种罕见
病用药以及 15种慢性病用药，药
品总数增至 3159种。

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的第七次调整。
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因素，预
计 2025年，新版目录实施将为患
者减负超500亿元。

每一种新药进入医保，都意味
着患者家庭少一分负担、多一分希
望。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有哪
些新看点？

新华社北京 11月 29日电 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 29 日发布数据显示，目
前全国累计收购秋粮 1.2 亿吨，进度快
于上年，收购工作进展顺利。

从区域看，南方中晚籼稻收购进度
在四至五成，东北粳稻二成左右；华北、
东北玉米收购进度二到三成；东北大豆
开始集中上量，收购进度一成半左右。
从价格看，中晚稻收购均价每斤 1.3 元
左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随着饲料养
殖需求稳步回升，玉米、大豆价格逐步
企稳，企业收购积极性有所提高。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
司司长罗守全说，河南、江苏、黑龙江、
安徽四省先后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
执行预案，已开设收购库点 200 多个，总
仓容近 1000 万吨，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
中晚稻 180 多万吨，稳定了市场预期，发
挥了托底作用。

中储粮集团已在河南信阳、南阳地
区布设 60 个收储库点，优化布设 165 条
作业线，单日入库能力超 4 万吨，整体平
稳有序。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从 24 家直
属企业选派 200 余名业务骨干组成 38
个工作组到信阳地区保障收购工作。

截至 11 月 24 日，中储粮黑龙江分
公司公布 2 批收储资格库点 137 家，后
续将及时动态调整优化库点布局并向
社会公布，方便农民就近就便售粮，保
障最低收购价中晚稻收购工作平稳有
序开展。在储备玉米收购方面，中储粮
黑龙江分公司积极入市，启动收储库点
52 家，日收购量超过 4 万吨，发挥了市
场带动作用。

今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保持 1.5 亿
亩以上，预计产量连续第 3 年维持 2000
万吨以上。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首席分
析师王晓辉说，近期主产省大豆价格基
本稳定，普遍“以质论价”。黑龙江地区
蛋白含量较低的国产大豆价格已经低
于进口大豆，具有压榨优势，利润明显
好于上年及开秤初期，主要油厂已开机
压榨，需求高于上年。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分
品种施策，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
策性收储，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入市积
极性，保障农民售粮顺畅和市场平稳
运行。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记者 29
日获悉，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入境管理局决定在广东省深圳市实施
赴香港旅游“一签多行”政策，在广东省
珠海市实施赴澳门旅游“一周一行”政
策，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赴澳门
旅游“一签多行”政策。

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深圳市户籍
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香
港旅游“一签多行”签注，在 1 年内可不
限次数往来香港地区，每次在香港逗留
不超过 7天。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珠海市户籍居
民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周一行”
签注，在 1 年内的每个自然周可前往澳
门一次且仅限一次，每次在澳门逗留不
超过 7 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居
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
旅游“一签多行”签注，在 1 年内可不限
次数往来澳门地区，每次在澳门逗留不
超过 7天。

深圳市、珠海市和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符合条件居民或居住证持有人（国
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除外）可以向当
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人工窗口，
或设在窗口的智能签注设备提交申请。

全国秋粮收购
超1亿吨

赴港澳旅游“一签多行”
“一周一行”陆续实施

12月 1日起

▲ 11 月 29 日，在安华镇丰江
周村“甜蜜丰江”共富工坊的甜蜜
市集上，游客和当地居民在选购红
糖及相关的红糖衍生产品。

初冬是甘蔗收获的季节，也是
浙江省诸暨市安华镇丰江周村开
始熬制红糖的“甜蜜丰收季”。在
丰江周村的“甜蜜丰江”共富工坊
内，制糖车间内九锅连灶一字排开

熬制糖汁，将熬成的红糖汁淋浇在
麻 花 上 ，制 成 酥 松 可 口 的 红 糖 麻
花。同时，共富工坊还开设“甜蜜
丰江”小红书、抖音等新媒体账号，
组建由 60 后村书记+90 后年轻干
部为主的“6090”乡村推介官，宣传
推广“古法红糖制作技艺”，拓宽农
副产品销售渠道。

新华社发

▲ 11 月 28 日，多台车辆在兰州市
城关区五里铺十字“联动式调头点”掉
头（无人机照片）。

2023 年以来，兰州市全面开展综合
交通治理，加速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建设，
打通城市“断头路”，疏通交通“堵点”，不
断完善路网结构和交通组织模式，构建

“外联内畅”的现代化立体交通。
新华社发

“甜蜜工坊”绘就共富好“丰”景

消除道路“梗阻”
疏通城市“经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