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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龙杰（媒体人）

临近春节，2022 年版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印发，给全国人民送
上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新春贺
礼”。新版目录新增111种药品，
进一步满足肿瘤、慢性病、罕见病
等疾病治疗需求，意味着可以报
销的药品数量更多、看病负担减
轻。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连
续 5 年开展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累计将618个药品新增入目录范
围，产生患者减负、医保目录药品

提质升级、临床用药更趋合理的“化学
反应”，并通过谈判、竞价等调整机制，
发挥激励和引导医药产业良性发展的
作用。由此可见，目录调整的“每年一
小步”，带来了民生的大进步。

与此同时，目录药品数量增加，也
意味着医保基金支出将承受更多压
力。如何在提升参保人获得感与确保
基金平稳运转上实现平衡，考验着医
保基金的承受力和管理能力。可以
说，每一次目录调整都是全民大事，既
要“保基本”，又要“顾重点”，更要“看
长远”。新版目录印发前，国家医保局
先期公布了目录调整谈判结果，备受

关注的某国外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由于
“报价过高”未能谈判成功，在网络上
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不少人认为，该
药物未能被纳入目录可能影响新冠感
染患者的治疗。也有网友认为，既然
企业的降价幅度未能达到医保预期，
不被纳入目录更能保障全体参保人员
的利益。

类似的争论也曾出现在肿瘤、罕
见病治疗等领域，推动着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不断完善工作思路、建立科学
机制、更好契合全社会的预期。据统
计，5年来，目录新增高血压、糖尿病、
精神疾病等慢性病治疗用药 310 个、

肿瘤用药 93 个、罕见病用药 22 个，其
中不乏创新药和贵药，同时累计调出
394 个疗效不确切、易滥用以及临床
被淘汰的药品，实现了目录药品的提
质升级。这个结果说明，认识的分歧，
共同立足的是对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
期待，实际上也在为下一次目录优化
蓄能。

让宝贵的医保基金用到刀刃上，
应当深化医保目录管理改革，把提高
医疗保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
续增长的基础上。此次目录调整，国
家医保局在广泛征求专家、企业意见
的基础上，完善了专家评审指标体系

与评分规则，促进评审工作“由主
观走向客观”，同时研究制定了竞
价准入规则，为非独家药品降价
进入目录提供了渠道。这些每年
往前迈出的“一小步”，都在推动
着目录调整工作朝着科学、规范、
透明的方向发展。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承载着全
民的期待。当前，在为新版目录
出炉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应保持
理性的预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
每一次目录调整。唯有医保基金
稳得住，参保人的获得感和安全
感才更可持续。

以发展眼光看待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唐传艳（医生）

据媒体报道，当前多地倡议
开展“带药回村”“余药共享”活
动，呼吁返乡人员把剩余药品带
回农村，一些公益组织委托回乡
旅客带药回村交给村卫生室，有

的地方上线了“余药互助”平台。“有意
义的举动”“能够帮到农村地区的人
们”，正值春节返乡潮，这些倡议和做
法得到许多人称赞和支持。

当前的“余药共享”，与此前城里
的“余药共享”有所不同。以前多是居
民自发行为，当前针对农村的“余药共
享”多由公共部门倡导，一些建立在平

台基础上，还有公益组织参与其中，更
有组织和规模。比如，广东广播电视
台“民声热线”联合广东省交通运输
厅、广铁集团、广东省基层卫生协会发
起的“平安春运带药回村”公益行动，
通过旅客把急需药品带到各地农村卫
生室。在公益带药人带回的“健康包”
中，有布洛芬、阿咖酚散、板蓝根等14

种药品，还有药品目录和给村医的
信。这样一来，药品经由村医发放出
去，用药安全更有保障。

也要看到，有些“余药共享”属于
个人行为，药品共享应建立在确保使
用规范和安全的基础之上。有专家指
出，“余药共享”最好仅限于非处方药，
对于处方药必须慎重。此外，“余药共

享”一般是自己有什么药就支援
什么药，可能会忽视特殊人群用
药安全问题。对此，基层政府、村
委会、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等，要
有针对性地做好用药安全提示和
服务。村民在用药前也要仔细阅
读药品说明书，了解药物的适应
证和禁忌证。

带药回乡有利于缓解农村地
区药物短缺的情况，值得鼓励。
但要特别关注其中可能存在的用
药风险问题，避免好事变坏。

带药回村该鼓励，用药安全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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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1月18日电 （记
者朱国亮）1月中旬，学生放假了，南
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的课桌改造也开
始了。江苏省南京市教育部门正在
加快推进一项惠民工程，今年将继续
投入8000万元，为全市中小学生更
换课桌椅。

2020年5月，南京市启动中小学
课桌椅标准化改造工程，计划对全市
约500所中小学校67万套学生课桌
椅进行标准化改造。南京市教育局数
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南京市区两
级财政已累计投入1亿元，完成45万
套学生课桌椅标准化改造，其中新购
30万套、整改出新15万套。

南京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办公室

主任张峰介绍，课桌椅高度与孩子身
高不匹配，易造成坐姿不规范、脊柱侧
弯，影响视力，特别是小学阶段的学
生，因学校、家长认识有误区，以为桌
斗越大越好，造成桌斗到地面空间变
小，学生腿放不进去，继而整体抬高桌
面高度，导致学生眼睛离桌面低于一
尺，对体质健康不利。

为降低学生近视率，保障青少年
健康成长，南京市在江苏全省率先启

动了课桌椅标准化改造工程。今年，
南京市计划再投入8000万元，力争
年底前全市中小学课桌椅适配度平
均达90%。

北京东路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学校之前已根据学生身高调整了桌
椅，这次主要改造桌斗。按照相关标
准，要把1000张课桌的17厘米桌斗
换成12厘米桌斗。再通过全校整体
调节，让全校学生身高和课桌椅高度

的适配度平均达95%以上。
此外，南京市还启动了中小学教

室健康照明工程，投入8000余万元，
改造全市563所中小学的1.7万间普
通教室照明，目前已全面完成。

张峰呼吁，各学校和老师也要
从学生健康成长角度出发，改变教
室课桌必须整齐划一的管理理念，
根据学生身高的变化调整课桌椅
高度。

南京：换桌椅改照明 呵护学生体质健康

□荆晶

法国研究人员说，常吃含有硝酸
盐和亚硝酸盐添加剂的食品，如培根
或香肠等腌制肉类，可能会大幅提高
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

研究人员在法国招募了超过10
万名志愿者，自2009年起对他们开展
中位数为7.3年的随访，志愿者要自
行报告健康状况、用药和饮食情况以
及生活方式。其间，有969人患上2
型糖尿病。另外，经由食品添加剂摄

入亚硝酸盐的研究对象群体日均摄入
量为0.51毫克，摄入量最高人群为日
均0.62毫克。

研究人员经计算发现，与不经由
食品添加剂摄入亚硝酸盐的志愿者相
比，接触亚硝酸盐较多来自添加剂的
志愿者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高27%。
作为亚硝酸盐最主要的种类之一，亚
硝酸钠摄入量对健康影响更大：数据
显示，摄入亚硝酸钠最高的志愿者患
2型糖尿病的风险高53%。

研究报告1月 17日由美国杂志
《科学公共图书馆·医学》刊载。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是常见的食品
添加剂，常用于腌制食品，以延长保质
期，防止细菌滋生。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研究牵头
人、巴黎第十三大学伯纳德·苏鲁尔博
士的话报道，当前关于食品添加剂存
在很多争议，这项研究为减少食品添
加剂使用的观点提供了新证据，“当前
全球已经有数个公共卫生机构建议消
费者减少食用含有亚硝酸钠等有争议
性食品添加剂的食物”。

不过，也有专家对上述研究结果
提出异议。有人认为研究使用的数据

为志愿者自行报告，准确性有待商榷；
也有人认为普通人每天摄入的亚硝酸
盐只有4%至6%来自食品添加剂，因
此把主要责任推到食品添加剂上并不
恰当。

英国阿斯顿大学高级讲师、注册
营养师杜安·梅勒认为，法国这项研究
的结果意味着，如果想降低患2型糖
尿病风险，那么可以少吃培根等腌制
肉类，但“预防2型糖尿病的最佳方法
是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饮食多样
化、适量吃奶制品和肉类，特别是加工
肉类要适量”。 （新华社专特稿）

常吃含亚硝酸盐食品或提高患糖尿病风险

□特约记者 程风敏 熊志翔

“老人家，这个福字送给您，祝您
在新的一年添福添寿添富贵，人兴财
兴事事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外
科大楼一楼，重庆市硬笔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杨亚明将刚写好的福字送给了
前来就诊的黄大爷。

新春将至，1月 17日，重庆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开展了“暖冬迎新年，兔
岁添福气”新春主题活动，写下喜庆的
春联，剪出生动的剪纸，为患者送去春
节的祝福。

“希望我的家人早点好起来，一起
回家过年。”“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工作
顺利。”……两米高的祈愿树上挂满了
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写下的新年祝
福，大家希望新的一年都能所求皆所
愿、所愿皆所得。

活动现场，到处弥漫着淡淡的墨
香，书法老师展纸挥笔、饱蘸浓墨、尽
情挥毫，把对人们的美好祝福倾注于
笔尖，一起现场为患者、家属及医务人

员书写春联。一幅幅承载着吉祥
祝福的春联在笔下绽放，引得大
家驻足观赏、赞不绝口。

“今年是兔年，我剪的图案大
多数都是小兔子，希望大家在
2023年都能够‘兔’飞猛进。”中
国剪纸学会会员、非物质文化遗
产剪纸传承人黄钢灵动地转着手
里的剪刀，一折、二画、三剪、四展
开……不到两分钟，一只栩栩如
生的“兔子”就在他的巧手下完美
成型。

“我是一名鼻咽癌患者，如
今已成功抗癌24年，我希望我的
作品能够给大家带来信心。”黄
钢拿着刚剪好的作品向大家展
示时说。

当天下午，医院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重庆市癌症康复会会员
还走进病房，为院内儿童患者和
老年患者赠送了新春福袋。“今年
过年回不了家，谢谢你们让我感
受到年的味道、家的温暖！”一位
患者接过福袋后表示感谢。

新的一年，盼所求皆所愿

1月17日，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举办“暖冬迎新年，兔岁添福气”新春主题活动。图为医务
人员在写春联、送福字。 刘君亮摄

工信部

指夹式血氧仪
供给日渐充分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记
者张辛欣 刘夏村）工信部总工程师
田玉龙1月18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表示，连日来，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全
力做好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供应，截至1
月17日，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两类重
点解热镇痛药在连续17天保持2亿片
产能的基础上，已累计供应51.4亿片。
制氧机4天内日产量提高280%，最高
日产量超2万台，指夹式血氧仪日产量
超过46万部，社会面供给日渐充分。

田玉龙说，针对解热镇痛药品、制
氧机等需求量攀升，工信部会同有关
部门和地方全力推动企业稳产达产、
扩能扩产，加大重点药物市场供给，引
导合理有序精准投放。

截至1月17日，小分子抗病毒药
阿 兹 夫 定 日 产 量 较 元 旦 前 提 高
148%。2022年12月中旬以来，工信
部会同相关部门，依托大型电商平台
和各地药品保障平台，累计投放药品
近1.36亿份；开展“指氧仪进乡村活
动”，为全国每个乡村卫生室配备2台
指氧仪，分四批供应117.2万只。目
前正和教育部门共同保障全国高校重
点医疗物资需求。

田玉龙表示，当前，工信部与交
通、邮政等部门联合行动，确保优先处
理、优先投递基层（农村、偏远）地区医
疗物资。下一步，将持续加力支持重
点医疗物资企业稳定生产，毫不放松
做好医疗物资保障。

中国援多哥医疗队
开展义诊

本报讯 （通讯员温永刚 特约
记者刘翔）日前，中国第25批援多哥
医疗队在该国沃省巴杜贝村卫生所开
展义诊活动，并捐赠了医疗物资。

13名医疗队员参与了本次义诊，
当日共接待当地患者250余人次。义
诊现场还为一些当地患者进行小型
外科手术。此次义诊得到中国驻多
哥大使馆的支持。医疗队队长刘钰
表示，今后将继续开展义诊活动，并
通过培训当地医护人员帮助多方加强
医疗队伍能力建设，为当地人民带来
更多福祉。

安徽人口健康基金会
救助耐药结核病患者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慧）日前，
安徽省人口健康基金会捐赠64万元，
为安徽省胸科医院30名耐药结核病
患者提供专项救助。收到救助金的患
者纷纷表达感激之情。

“非常感谢安徽人口健康基金会
给我经济上带来的巨大帮助，让我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36岁的患者杜先
生说，日后他将把大爱传递给更多
人。安徽省人口健康基金会理事长杜
昌勇介绍，2023年基金会将通过“99
公益日”平台，向社会各界广泛募捐，
帮助更多的耐药结核病患者。

“成为新年里第一位
捐献者，蛮开心”

□特约记者 宋黎胜

近日，姚先生顺利为一名血液病
患儿捐献了骨髓，成为浙江省2023年
首位骨髓捐献者。

姚先生是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名快
递员。2015年3月，姚先生所在的快
递站点组织献血，他不但参加了献血，
还留存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2022年 10月，姚先生接到杭州
市余杭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

“有患者和您的入库血样HLA数据初
配成功，您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
胞？”姚先生没多想就同意了。

姚先生只知道对方是一名血液病
患儿。“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很理解
作为父母的感受。”在顺利通过高分辨
配型和捐献前体检后，姚先生便安心
地等待捐献。

2022年12月31日，姚先生接到电
话，希望他于2023年1月9日入住采集
医院，1月13日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家里人挺支持姚先生，他所在的快递点
也为他申请了15天的公休假。

按照时间安排，姚先生准时来到
浙江省人民医院血液病房干细胞采集
室，共捐献19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为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捐献了
生命的“种子”。

“成为新年里全省第一位骨髓捐
献者，蛮开心的！”姚先生说。

一感染新冠孕妇
宫颈癌根治术成功

□特约记者 张蓝溪
通讯员 刘大江 张诚斌

近日，一名患宫颈癌的31岁孕妇
来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妇科就诊。经全
面检查，该院妇科主任何善阳诊断，这
名孕妇患有宫颈中低分化鳞状细胞
癌。何善阳教授团队克服患者肿瘤病
灶较大、孕期盆腔血运丰富、妊娠子宫
干扰术野等困难，成功为其施行经腹
子宫广泛切除术，以极少量的出血完
成肿瘤根治性切除。

该院利用多学科诊疗平台组织会
诊讨论。专家分析病情后认为，患者
为宫颈恶性肿瘤，妊娠中期，若完成足
月妊娠，宫颈恶性肿瘤进展将危及患
者生命，建议终止妊娠，限期行经腹子
宫广泛切除术。另外，患者感染新冠
病毒，手术全麻气管插管，术后可能并
发肺炎，需要做好相应准备。

经过医护团队术前周密的准备，
手术按计划进行。由妇科、麻醉、手术
室组成的治疗团队经过3小时奋战，
以极少量的出血完成宫颈癌C2型手
术切除。

据悉，妊娠中期的宫颈癌处理向
来是妇科诊治难点，因子宫代偿性增
大，往往手术视野较差，解剖变异，容
易术中大出血。同时，妊娠期肿瘤进
展较为迅速，如果手术切除范围不够，
将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