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科普

扩大跨省共济应用地域范围，开展新批
次药品和耗材集采，发布第一版丙类药品目
录……国家医保局1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5年医保将为百姓带来的新福利。

医保基金使用更有效率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
长丁一磊介绍，2025年，医保部门将持续深
入推进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国家
层面将在上半年开展第11批药品集采，下
半年开展第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并适时
启动新批次药品集采。

丁一磊表示，集采充分发挥了减负担、
腾空间、促改革的动能转换作用。2018 年
以来，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累计节省

医保基金4400亿元左右，其中用于谈判药
的超 3600 亿元，即老药集采省下来的钱
80%用于新药。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工作简单来说，
就是‘该省的大家一起想办法省，该花的大
家一起精打细算花’。”丁一磊说，要挤压“虚
的”、支持“新的”，努力让医药费用的每一分
钱，更多用在有价值有效率的地方。

据悉，2024年我国医保基金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医保基金安全可持续。全国医保
统筹基金当期结余 0.47 万亿元，累计结存
3.87万亿元。

“一老一小”更安心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而建
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守护“一老”的重要
之举。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司长樊卫东表
示，目前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总体进展顺
利，阶段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医保局正在会
同有关部门，以建立独立险种、制度覆盖全
民、政策规范统一、契合我国国情为目标，加
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截至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
1.8亿人，累计260余万失能参保人享受待
遇，基金支出超800亿元。

在守护“一老”的同时，“一小”的医疗保
障也日益完善。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主任
王文君介绍，国家医保局大力推进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联办，吉林、山西等地探索新
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在线申领医保
码，实现新生儿“出生即参”“床边即办”，及
时报销新生儿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生育医疗
费用。

此外，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均已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2024 年已
惠及超100万人次。国家医保局推进生育
医疗费用直接结算，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将生
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女职工，目前
全国已有超三分之一的地区实现直接发放。

看病就医更便捷

当前，我国每年约有1.5亿跨省流动人
口。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和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是广大参保人的真切需
求。

截至今年1月16日，全国已有11个省
份81个统筹区能够进行个人账户的跨省共
济，实现跨省共济 1540 笔，共济金额超 70
万元。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任付超奇
表示，2025年将加快跨省共济工作步伐，扩
大应用地域范围。

而在跨省异地就医方面，2024 年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人次达 2.38 亿，减少群
众资金垫付1947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
长 84.7%、26.7%。付超奇表示，2025 年将
继续优化异地就医结算，完善备案，规范管
理，巩固提升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服务。

多层次保障更全面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百姓对于多

元化的医疗服务、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需
求日益增长。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心宇介
绍，第一版丙类药品目录计划今年内发布，
将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据悉，丙类目录作为基本医保药品目录
的有效补充，主要聚焦创新程度很高、临床
价值巨大、患者获益显著，但因超出“保基
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
药品。国家医保局将采取多种激励措施，积
极引导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将丙类目录药品
纳入保障范围。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将继续推进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编制发布工作，促进
价格项目标准化规范化，在满足群众多层次
需求、支持高质量创新上做加法。

2025年，医保将有这些新福利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温竞华

英国《柳叶刀·糖尿病和内分泌学杂志》近日发表
一项报告指出，当前临床上主要依据身体质量指数

（BMI） 诊断肥胖的方法并不可靠，呼吁使用新的、更
细分的诊断方法来“重新定义”肥胖。

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超重和肥胖以BMI为衡量
标准，即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对成年人来
说，BMI超过25被视为超重，超过30被视为肥胖。

最新刊发的名为《临床肥胖的定义与诊断标准》的
报告由58名全球顶尖医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基于现有
证据讨论和撰写。报告指出，诊断肥胖不应局限于
BMI，因为它不是身体脂肪含量的直接衡量标准，也不
能提供有关个人健康状况的准确信息。基于BMI的肥
胖诊断方法可能造成对肥胖诊断不足或过度。

目前，肥胖通常被认为是其他疾病的先兆，而不是
疾病本身。该报告建议引入两种新的肥胖诊断类别——
临床肥胖和临床前肥胖。临床肥胖被定义为类似于慢性
病的一种疾病状态，其特征是由于过度肥胖引起的组织
和器官功能改变。临床前肥胖则被定义为一种过度肥胖
状态，组织和器官功能保持不变，但未来发展为临床肥
胖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

报告建议将BMI作为人口层面的健康风险替代指
标，用于流行病学研究或筛查等目的，而非作为个人健康
指标。除BMI之外，还应通过直接测量体脂或至少一项
体格指标（如腰围、腰臀比或腰高比）来确定是否属于肥
胖。确定为肥胖的人应根据疾病史、标准实验室检测结
果或日常活动信息等，进一步评估是否属于临床肥胖。

报告指出，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已得到全球75个
医疗组织的支持和认可。报告通讯作者、英国伦敦大学
国王学院教授弗朗西斯科·鲁比诺表示，这份报告将有
助于让全球卫生系统采用一种通用的、与临床相关的肥
胖定义和一种更准确的诊断方法。 （新华社发)

BMI不可靠
专家建议“重新定义”肥胖

◆节令之美

1月22日，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北方传统的小年，而南方
传统的小年则在腊月二十四。小年到，甲辰龙年即将别去，乙
巳蛇年日渐临近，天南海北的人们都在高高兴兴地迎新春。

民间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谓之“小年”，源于人们十分在
意“过年”的心态。那么，何为“年”？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年的形成，来源于古人对季节、收成、天
象、历法的认识，这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文化果实。年，首先是与
农作物的收获相关。甲骨文中的年字，就是人背禾的象形字。

《说文解字》曰：“年，谷熟也。”随着历法知识进步，古人又根据
天象、物候等来确定四季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年就成了这一循
环的最好概括。

中国人过年始于腊八，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这里所
说的“年”指的是农历新年，也就是春节，俗称“大年”。与大年
相比，还有一个相当于“预热”的小年。“甲子春侵腊，燕京又小
年”，说的就是北方的小年；“春节前三日，江乡正小年”，说的则
是南方的小年。“从腊八到小年，再到除夕和大年初一，这二十
几天，都是喜庆和热闹的过年节奏。”王来华说。

旧时，小年最重要的习俗就是祭灶，这是我国南北共有的
一项习俗。祭灶时，最常见的祭品便是又甜又黏的麦芽糖，意
在招待好灶王爷，请他“上天言好事”，多说“甜言蜜语”。清代
的一首小诗“岁暮方思媚灶王，香瓜元宝皆麦糖”，写的就是这
个场景。“现如今，祭灶的习俗已不再时兴，但麦芽糖依然是过
小年的标志性食物，人们用它传达求吉纳祥的美好寓意。”王来
华说。

春节，是中国人传统节日中最隆重、最宏大、最具狂欢性的
节日，而小年又是迎接春节最响亮的前奏曲，人们开始紧锣密
鼓地忙年了，扫房子、赶年集、理头发、买春联、做美食，而在外
漂泊的游子们也开始收拾心情，打点行囊，准备踏上返乡归
程。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又是一年小年日
家家户户迎新春

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节气。是这个一
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如何保持身体健康、
预防疾病？1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以“时
令节气与健康”为主题召开新闻发布会，
邀请相关专家就冬季养生、流感防治及健
康素养提升等话题进行解读，为公众提供
实用的健康指南。

冬季养生：温补脾肾，顺应时节

大寒时节，天气寒冷，中医认为此时
是温补脾肾的最佳时机。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王海隆指出，肾为先
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温补脾肾可以帮
助人们更好地抵御严寒，顾护正气。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顺应‘冬
藏’的特性，适当早睡晚起，注意保暖，
避免过度运动和操劳而耗伤阳气。”王海隆
建议，饮食上应以温补食材为主，少吃生
冷食品。

除了饮食调理，王海隆还建议大家可
以在阳光充足时进行户外运动，或是在室
内打太极拳、易筋经、八段锦等传统功
法，以疏通经络、调养气血。此外，拍打
足三里和大椎等保健穴位，也能起到鼓舞
阳气、增强体质的作用。

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来说，冬季
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王海隆提醒患者要

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做好受累关节的保
护工作，避免做重体力活，减少关节负
担。如果出现了关节肿、痛、僵明显加重
现象，要及时就医。

流感高发：科学预防，合理应对

“近期的流感高发属于正常的季节性
流行，每年冬春季基本都会出现。”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
王大燕介绍，最新一周监测数据显示，北
方大部分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开始下
降，南方个别省份也开始出现下降。

在预防流感方面，专家强调，接种流
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最经济的方
式。虽然一般建议大家在流感流行季来临
前接种疫苗，但只要还没感染，就可以通
过接种疫苗来预防流感。此外，要注意个
人卫生，勤洗手、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等。

流感“中招”怎么办？北京佑安医院
主任医师李侗曾建议，得了流感并不是都
需要去医院，症状较轻者可以居家观察治
疗，使用退热镇痛药物、祛痰止咳药物缓
解症状。观察期间如果体温持续在 39.0℃
以上，服用退烧药后效果不佳，需及时就
医。此外，咳嗽剧烈、呼吸困难、呼吸急
促、胸闷、憋气、剧烈头痛、频繁呕吐、

意识模糊等症状也应及时就医。
对于流感药物玛巴洛沙韦的使用，李

侗曾指出，目前我国只批准玛巴洛沙韦用
于治疗，尚未批准该药用于暴露后预防。
他提醒大家在使用该药物时要注意：抗病
毒药物需要尽量在发病 48 小时内使用；目
前我国只批准 5 岁及以上人群使用；玛巴
洛沙韦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在
使用前应该告知医生正在使用的其他药
物；如果出现过敏症状或其他严重不适，
应立即停药并就医。

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共享健康

进一步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对于个人
而言，意味着能够更好地照顾自己和家人
的健康。

为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我国启
动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发布新版

“健康素养 66 条”，建成国家健康科普资源
库，设立“辟谣平台”，推出大量健康科普
作品。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加强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建设，推
动健康知识进万家。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
绍，监测结果显示，2024 年全国居民健康
素 养 水 平 达 到 31.87% ， 并 且 城 乡 差 距 ，

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均在逐步缩小。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加

大优质健康科普产品供给，规范健康科
普信息发布与传播，持续提升全民健康
素养水平。

大寒节气 专家解读养生防病要点
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1月20日，市民游客在青岛栈桥景区赏鸥。冬日，大量海鸥在山东青岛栈桥景区聚集，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与这些美丽的精灵互
动，人鸥和谐相处的画面，展现出这座海滨城市的冬日浪漫。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邂逅冬日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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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的意见》，提出将
孕产期抑郁症筛查纳入常规孕产期保健服务和产后访
视，早期识别孕产妇心理健康问题，及时干预或转诊。

意见明确将防治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作为孕
妇学校线下、线上健康教育的重点内容，使孕产妇和家属
充分了解孕产妇心理特点、抑郁焦虑等症状识别，掌握情
绪管理、积极赋能、心身减压等常用心理保健方法。

针对部分人群关心的分娩疼痛问题，意见要求营造
温馨、舒适的产房环境，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人性化分
娩服务，认真倾听产妇诉求，及时沟通处置，加强对产
妇分娩过程中的专业指导、精神鼓励、情绪抚慰和情感
支持。规范开展专业陪伴分娩等非药物镇痛服务，全面
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努力“全天候”均能够提供椎
管内麻醉镇痛分娩服务，有条件的可开展家属陪伴分
娩，倡导推进自然分娩。

针对孕产妇就医需求和院内资源调整优化，意见明
确要加强高质量、普惠性产科床位设置，适当增加产科
病房单人间和双人间数量，为多人间配备窗帘和隔离
帘，加强孕产妇隐私保护等。

根据意见，到2030年，生育友好医院在助产医疗
机构中的比例力争达到 90%，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
康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建设生育友好医院的过程中，
各地要合理确定产科价格水平，促进产科平稳运行和高
质量发展。同时，做好医保支付、价格调整和医疗控费
等政策衔接，保证孕产妇生育基本医疗费用负担总体不
增加。 （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孕产期抑郁症筛查
将被纳入孕产期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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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市中区

人民检察院于 2024

年10月14日向我局

提出申请，本机关

于当日受理;根据提

交的材料调查核实

情况如下:2024 年 1

月 14 日 15 时许，李

军在台儿庄云溪九

里小区工地地下室

放电缆过程中，牵

引绳断裂被滑轮碰

到头面部导致受伤。

李军同志受到

的 事 故 伤 害 符 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十四条第(一)项之规

定，属于工伤认定

范围，现予以认定

为工伤。

如对本工伤认

定结论不服的,可自

接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枣庄

市市中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在六个月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注:本通知一式

四份，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用人单

位、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各留存一份。

枣庄市市中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