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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民营经济
——四平市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四平市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两会
精神，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解决发展难
题，助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走进位于四平市红嘴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麦威克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制
造车间里焊花飞溅，喷漆装配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从原材料输入到成品制成，
环环紧扣，精确而有序。该公司成立于
2022年8月，主要从事农业机械制造、机
械零部件销售等业务。投产仅半年多时
间，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这归功于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位
‘项目管家’！项目建设过程中，红开区安
监局主要领导亲自负责，专门跟进项目整
个前期和租赁过程，像大管家一样，设身
处地为我们排忧解难，解决了很多实际问

题。”谈及红开区对企业的帮助，总经
理孙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孙哲还拿出手机，向记者演示
他们制造的圆捆机的“神武”：成排

的秸秆被圆捆机吞入“腹”中，几秒钟后
便“吐”出一个个圆溜溜的秸秆包。压
缩、捆扎、出包，一气呵成。孙哲说，有了
圆捆机，秸秆变废为宝，顺畅参与生物质
燃料发电和蘑菇菌种培育等综合利用，
成为“绿色财富”。

吉林一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
四平经济开发区。在小儿热速清口服
液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瓶瓶口服液经
过配制、灌装、灭菌等工序，自动打好包
装，经技术人员严格检查认定后，再次
进行消毒杀菌，进入发货程序。公司生
产部门负责人介绍，公司现有12个剂型
210个品种，年产值可达20亿元，经济
效益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企业能发展
得这么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市工信

局实施“专精特新”培育工程，为公司提
供精准服务，及时帮助协调解决遇到的
困难。去年，公司顺利通过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并取得了申报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资格。全
国两会精神的激励和鼓舞，让公司负责
人季鹏难抑激动，表示，将秉持实业报
国理念，练好内功，奋力开拓，坚持走科
技创新和品牌发展之路，打造百年一
正，创民族品牌。

四平市工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为
推动民营企业提产扩能，四平市采取了
一系列举措：制定工业企业包保方案，明
确重点企业和规上企业领导包保机制，
解决一批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制定市
级稳增长奖补政策，兑现落实年度省级
各项奖补支持政策，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高位运作，强化与企业总部的沟通协调，
助力驻四平企业调结构、扩产能、增项
目。 吉林日报记者 崔维利 高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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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种药品平均降价56％——

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看点解读
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29日在海

南陵水落下帷幕，产生拟中选结果：39种
药品采购成功，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56％，按约定采购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
省费用167亿元。

首次纳入肝素类产品、“一主双备”供
应模式、同一品种多家企业中选……
2023年首次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诸多亮点
备受关注。

肝素类产品首次被纳入集采
患者将有更多选择

本次集采涵盖抗感染、心脑血管疾
病、抗过敏、精神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
药，群众受益面广。其中，治疗早产的阿
托西班注射剂集采前单支价格超过千元，
此次集采降至平均240元/支，价格降幅达
80％。

“此次集采中一些药品采购量达到几
十亿元规模，这将为患者降低药品费用负
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
院长助理蒋昌松介绍，除了减轻患者负
担，集采也将有助于去除带金销售、净化
行业生态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集采首次纳入
肝素类产品，极大提高用药的可及性。”蒋
昌松说，肝素类产品常用于防止血栓形成
或者栓塞性疾病，在心梗、透析等治疗中
都有使用，纳入集采能让更多患者受益。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岳
小林介绍，肝素类产品中有一部分属于短
缺药，通过集采可以给生产企业足够的市
场，同时帮助医院在短缺药品的供应上明
确厂家和供应商，稳定短缺药品供应。

根据国家医保局此前发布的《关于
做好2023年医药集中采购和价格管理工

作的通知》，药品集采覆盖面将持续扩
大，到2023年底，每个省份的国家和省级
集采药品数累计达到450种，其中省级集
采药品应达到130种，化学药、中成药、生
物药均应有所覆盖。

“一主双备”供应模式
更多药品价格降低

通知明确要加强中选产品供应保
障，发挥好带量采购对于稳预期的作用，
探索提升短缺和易短缺等药品保供稳价
水平。

对于氨甲环酸注射剂等临床急救药
品和短缺药品，第八批集采首次采取“一
主双备”供应模式。

“普通药物采取‘一个主供＋一个备
供’双保险，保证及时供应。”北京大学公
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药学院药事管
理与临床药学系副教授江滨说，为保障
急抢救用药和短缺药的临床及时供应，
相关管理要比普通药品更为严格，“一个
主供＋两个备供”将使这些药品用得上、
用得及时。

江滨介绍，与此前不同的是，第二备
选企业将由各省医保部门选择，给予各
省自主选择权，结合本省实际用药特点
等选择合适的备选企业，尽可能保障临
床供应。“这既能照顾到中选企业的积极
性，也能照顾到地方用药的特点，是创新
的政策设计。”

2022年，全国通过省级医药集中采
购平台网采订单总金额10615亿元，比
2021年增加275亿元。此前七批国家组
织药品集采平均降价超50％，占公立医
疗机构化学药和生物药采购金额超
30％，老百姓常用药品价格进一步降低。

同一品种多家企业中选
采购周期优化

通知提出，鼓励同一品种由多家企业
中选，促进价差公允合理，并统一采购周
期。

此次集采共有251家企业的366个产
品参与投标，平均每个品种有6.5家企业中
选，供应多元化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包
括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剂、丙戊酸钠注射
剂在内的药物有多家中选企业，为临床使
用提供更多选择。

与第七批不同，第八批国家药品集采
对所有品种统一采购周期，各品种各地采
购周期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2025年
12月31日，采购周期内采购协议每年一签。

江滨表示，这意味着中选企业采购周
期是可预期的，能把更多精力放在保证药
品质量与供应上，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

“对于国家集采药品品种和已参与的
省级联盟公布的集采药品品种，海南全部
跟进，保证患者能及时享受到集采福利。”
海南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贾宁表示，截
至目前，海南已经跟进前七批国家组织集
采的294种药品，外加省级联盟集采的
489种药品，累计参加集采的品种达到
783种，落地集采品种数排名全国前列。

“集采是三医联动的重要抓手，通过
集采把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虚高价格降下
来，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为
三医联动改革提供更大的空间。”贾宁说。

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八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333种药品，
平均降价超50％。患者将于2023年7月享
受到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的相关中选
产品。 新华社记者沐铁城彭韵佳

工信部重点开展9项服务
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张辛欣 姚一铭）记
者30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近日印发通知，组
织开展2023年“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
从政策入企服务、创业培育服务、技术创新服
务、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育才引才服务、管
理提升服务、投融资服务、市场开拓服务和权益
保护服务等9方面，助力中小企业提振信心，加
快复苏。

据悉，本次行动以“精准服务，助企惠企”为
主题，以中小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聚焦制约中
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深入企
业、园区、集群开展服务活动。

其中，在技术创新服务方面，实施科技成果
赋智中小企业行动、质量品牌标准赋值中小企
业行动。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方面，开展
平台企业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全国行，组织实
施节能服务进企业活动。在投融资服务方面，
开展“一链一策一批”中小企业融资行动，推动
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产业链上中小企业加强信息
共享对接。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工信部鼓励各地结
合实际，创新服务方式，推动服务力量和服务资
源下沉到园区、集群和企业，面对面为企业提供
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

四部门发文调整新冠患者医保报销政策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记者李恒

彭韵佳）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疾控局30日发布《关于进一
步做好新冠患者医疗费用保障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4月1日后新冠患者医疗费用
保障政策。参保患者符合规定的新冠医
疗费用，将与其他20余种乙类传染病实
施相同的医保报销政策。

在调整新冠患者医保报销政策方
面，通知明确将住院费用全额保障、门
诊专项保障等特殊保障政策转为常规
医疗保障政策，参保患者符合规定的新
冠医疗费用与其他乙类传染病实施相
同的医保报销政策，各级医保部门对符
合规定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医疗费用
要及时进行结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符
合医疗救助条件的，按规定给予分类救
助。

目前，部分国家新冠诊疗方案内的
新冠治疗药品尚未正式纳入医保药品目
录。此前对有关新冠治疗药品的医保临
时性支付政策将于3月31日到期。

为了降低社会负担，引导医疗机构
使用质量可靠、价格适宜的药品，也为了
进一步丰富临床用药选择，提升新冠治
疗药品的可及性，通知明确，国家新冠诊
疗方案内且被列入“疗程治疗费用与医
保目录内同类药品差异较小”类别的新
冠治疗药品，可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
付范围，支付水平可在目录内乙类药品
的基础上适当下调。

当前，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民得
维）、先诺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先诺欣）
的最新价格，以及来瑞特韦片（乐睿灵）
的首发报价，均不高于医保目录内小分
子新冠药最大疗程治疗费用的1.8倍（即
630元/疗程），符合“疗程治疗费用与医
保目录内同类药品差异较小”等条件，将
临时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后续，其他
新冠治疗药品的价格如果符合条件，医
保也将按规定临时支付。

据悉，通知自2023年4月1日起执行，
以患者入院或就诊时间计算，此前发布
的《关于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
政策的通知》同步停止执行，相关政策视
疫情发展形势再行调整。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千方百计
确保春耕农资稳价保供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侯雪静）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副主任韩立
平29日表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要充分发挥供
销合作社农资流通主力军作用，全力保障春耕农
资供应，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良好基础。

韩立平是在29日召开的全国供销合作社全
力保障2023年春耕农资供应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会议指出，当前全国春耕春播工作正由南向
北陆续展开，各级供销合作社要把服务保障春耕
农资供应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千方百计确
保农资供应和价格稳定，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为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产目标任
务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明确，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加大力度备肥
备药，确保春耕农资货源充足。健全完善服务网
络，有效提升全系统农资经营服务能力。创新农
资服务方式，不断增强服务效能。强化责任担
当，切实加强农资质量和价格管理。服务宏观调
控，扎实做好农资储备和市场分析研判。

据了解，去年10月冬储以来，全国供销合作
社系统累计从生产厂家采购各类肥料5800多万
吨，比常年同期略有提高；2月末全系统肥料库存
1848万吨，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为今年春耕农
资供应奠定了良好基础。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供销合作社农
资保供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农资保供
工作专班作用，确保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
靠前抓、机制成员和联络员全面到位，工作责任
全面落实，加快形成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上下联
动保供的长效机制。

2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689起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记者孙少龙）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30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
年2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689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401人（包括32
名地厅级干部、538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5612人。

根据通报，今年2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253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938
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
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
2179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426人。

根据通报，今年2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问题3157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463
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
题1310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490起，
违规吃喝问题715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