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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广泛汇集
各方力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央宣
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
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日前印发
通知，部署了 2024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活动。

通知明确，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

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眼加强
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着力提升乡村产业
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
平，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丰富农村文化
生活，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绿色健
康生活方式，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强思想
保障。

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文化思想，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宣
讲活动，持续增进人们对党的创新理论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
认同。加强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围
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深化

“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广泛组织开展系列庆祝活动，引导人们
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新时
代追梦征程。培育农村新风新貌，发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基层阵地作用，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持续整治高额
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着眼满足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深入挖掘传
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展积极健康的民
俗文化活动，鼓励支持基层群众自办文
体活动，加强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推动农村科技进步，开展新技术创
新、示范、推广工作，搭建数字化公益助
农平台，推动科普示范活动、科普项目向
农村延伸，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
学思想、科学精神。促进健康乡村建设，

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深化
乡村环境整治，大力普及健康知识，倡导
文明健康生活理念。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务
求实效，充分发挥“三下乡”活动在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组织
领导，加大投入力度，继续向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倾斜，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
的实事。坚持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持续推动“三
下乡”工作提质增效。加大宣传力度，大
力宣传集中示范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和
重点项目的新进展新成效，讲好新时代
乡村振兴故事。

中央宣传部等部门部署开展
2024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国家医保局3月25日表示，我国基
本医保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参
保质量持续提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元。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
2023 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从 10
元/人增长到380元/人；相对应的，国家
财政对居民参保补助进行更大幅度的
上调，从不低于10元/人增长到不低于
640元/人。对于低保户等困难人员，财
政还会给予全额或部分补助。

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普通居民在
2003年至2023年连续参保，其医保总保
费至少为8660元。其中财政补助至少
为 6020 元，占保费总额约 70%；居民个
人缴费为2640元，占保费总额约30%。

由财政“拿大头”和居民“拿小头”
的医保缴费，一砖一瓦搭建起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的“保障城墙”，带来的是广大
群众医疗保障水平的持续提升。

——纳新药、降药价，“一增一降”
是为老百姓的医药账单着想。

国家医保目录累计新增 744 个药
品，80%以上的创新药能在上市后 2 年

内进入医保，新增药品中肿瘤用药100
个，而在2017年以前，国家医保目录内
没有肿瘤靶向用药。

9批国家组织集采374种药品平均
降价超 50%，集采心脏支架、人工关节
等8种高值医用耗材平均降价超80%，
连同地方联盟采购，累计减轻群众看病
就医负担约5000亿元。

——减负担、加监管，“一减一加”
为的是更好护佑百姓生命健康。

2003年“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政
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为 30%至
40%，目前居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报销比例为70%左右，群众的自付
比例明显降低，就医负担减轻。

打好医保基金监管“组合拳”，2018
年以来累计追回医保基金超800亿元，
2023年检查核查75万家医药机构，处理
36.3万家。

——拓保障、通堵点，“一扩一通”
力争提高医疗保障的“含金量”。

高血压、糖尿病“两病”门诊用药保
障机制从无到有再到优，长期护理保险
为失能参保群众保障权益，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持续扩围……更多医保福

利让群众为买药看病“少操心”。
办理材料时限压缩为15个工作日；

打造医保电子凭证应用……一系列便
民措施全面落地，进一步打通医保服务
中的堵点。

梳理近年来医保改革，可以发现每
一次的医保缴费增补，一分一厘都花在
看病就医的刀刃上，为的是让老百姓买
药就医能够更有底气、更舒心。

2023年，全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总额3497亿元，财政全年为居民缴费补助
6977.59亿元，而居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为
10423亿元。居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总
额，是居民个人缴费总金额的2.98倍。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
续不断的新起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渠道增
加城乡居民收入、以患者为中心改善医
疗服务、加强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多
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一个个接
地气的目标看得见、摸得着，温暖你我。

民生连着民心，把“民生小事”真正
落到群众心坎上，努力为老百姓过上更
好的日子“添砖加瓦”。

据新华社

人均增补30元！医保“含金量”这样提高

3月26日拍摄的建邦聊（城）泰
（安）黄河公铁大桥（无人机照片）。

当日，建邦聊（城）泰（安）黄河
公铁大桥正式通车。建邦聊泰黄
河公铁大桥通车后，将进一步织密
跨黄通道，促进黄河两岸互联互
通、协同发展，加强省会经济圈各
市的交通沟通联系，完善山东路网
布局。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建邦聊泰黄河公铁大桥正式通车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记者李
恒 董瑞丰） 根据三个部门的一份文
件，我国要求医疗机构建立患者诉求快
速响应机制，及时回应患者急难愁盼问
题，做到投诉有接待、处理有程序、结果
有反馈、责任有落实、问题有改进、服务
有提升，引导患者依法维权，保障医患
双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
护正常医疗秩序。

记者26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
合司和国家疾控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投诉管理的通
知》。通知围绕加强医疗机构投诉管理，
从工作原则、加强组织机构建设、规范投
诉处理流程等方面部署相关工作。

通知要求完善投诉管理组织框架，
设置医疗机构、投诉管理部门、科室三
级投诉管理机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应当设置专门的投诉接待场所。投诉
接待场所应当尽可能设置在方便患者
寻找的位置，门外悬挂标牌，写明投诉
接待时间和联系方式。投诉接待场所
应当在显著位置公示投诉管理办法、纠
纷处理流程和上级监督电话，配备视频
监控、录音设备和一键报警装置等，其
他设施设备应当符合安全要求。

通知还要求医疗机构应当注重人
文关怀、医患沟通及患者隐私保护。医
务人员对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提出的咨
询、意见和建议，应当耐心解释、说明，
从源头上减少因沟通不畅导致的医疗
投诉和患者安全不良事件。

在规范投诉处理流程方面，通知从畅
通投诉渠道、强化首诉负责制、规范投诉
接待、做好投诉核查、加强投诉反馈、开展
投诉原因分析处理等方面进行规范。

其中提出，医疗机构应当提供“一站
式”投诉服务，接受走访、信函、电话、电
子邮件等多元投诉方式。医疗机构要积
极建立与市民服务热线等平台的沟通联
动机制，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医疗机构
投诉管理部门应当落实“接诉即办”要
求，及时向被投诉部门和相关人员核实
情况，涉及多个部门的复杂事项，应当组
织、协调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处理。

我国要求医疗机构
建立患者诉求
快速响应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