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开幕
10月17日拍摄的乌镇戏剧节古

镇嘉年华的踩街巡游。
当日，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在

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本届戏剧
节有来自 11 个国家的 24 部特邀剧
目，将带来86场演出。同时，汇聚各
种艺术形式的2000场古镇嘉年华演
出也将精彩呈现。此外，还有18部
青年竞演剧目、11场小镇对话、9个
戏剧工作坊展演、38 场朗读会等丰
富内容。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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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记者
王优玲 古一平）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倪虹17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将通过
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 100 万套
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

“这次提出的新增实施 100 万套，
主要是对条件比较成熟、通过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可以提前干的项目。”倪虹说，
城中村安全隐患多、居住环境差，群众
改造意愿迫切。据有关调查，仅在全国

35 个大城市，需要改造的城中村有 170
万套；全国城市需要改造的危旧房有
50万套。

倪虹表示，货币化安置可以更好地
满足群众自主选择房型、地点等要求，
有利于群众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来
选择合适的房子，减少或不需在外过
渡，能够直接搬入新居。此外，可以消
除安全隐患，改善居住环境，完善城市
功能。在当前房地产供需关系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下，有利于消化存量商
品房。

什么样的项目可以获得政策支持？
倪虹介绍，首先是群众改造意愿强烈、安
全隐患比较突出的项目。同时，两个项
目方案要比较成熟，征收安置方案做得
扎实，能够确保征收工作顺利推进，切实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资金大平衡方案能
够做到项目总体平衡，避免新增地方债
务风险。

主要政策包括：一是重点支持地级
以上城市；二是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
可以给予专项借款；三是允许地方发行
政府专项债；四是给予税费优惠；五是商
业银行根据项目评估可发放商业贷款。

“有这五条政策加持，各地还可以结合城
市更新，进一步谋划选择条件成熟的项
目，提前实施，只要前期工作做得好，我
们还可以在100万套基础上继续加大支
持力度。”倪虹说。

我国将新增实施100万套
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 于
文静）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10月
16日，全国秋粮已收69.5%，进度同比快2
个百分点。分作物看，玉米已收72.6%，一
季稻已收69.4%，大豆已收83%，双季晚稻
已收6.6%。

这是记者 17 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的消息。分地区看，黄淮海和西北秋粮已
收过八成，西南过七成半，东北过六成，长
江中下游和华南过半。

同时，各地秋种稳步推进。全国冬小
麦已播27.5%，其中西北已播过七成半，黄
淮海过两成。冬油菜已播 42.8%，其中长
江中下游过四成半，西南过三成。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将
抓实抓细秋收秋种各项任务，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要求，确保秋粮丰收到手，奋力
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夯实明年夏季
粮油生产基础。

全国秋粮
收获约七成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 宋
晨）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创新能力强、发
展潜力大，集聚了全国企业近五成的研发
经费投入，产出了七成左右的发明专利。

这是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
的《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监测报告》中
了解到的信息。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知识
产权是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要素，不仅在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也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协同发展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力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更好保护和
激励高价值专利，培育专利密集型产业。

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专利密集型
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
值突破15万亿元，2018至2022年，年均增
速为 9.36%，作为新兴产业代表的信息通
信技术服务业及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年均增速达14.86%和10.23%，实现两位
数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吸
纳就业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日益提升。
2022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员共
4916.65万人，比上年增加46.01万人，占全
社会就业人员的 6.70%，比上年提高 0.18
个百分点，较2018年提高0.52个百分点。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
创新能力强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徐鹏航）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的专项飞行检查
发现，一些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
药店外配医保药品处方管理粗放，虚
假处方、超量开药等现象屡有发生。
国家医保局16日印发《国家医疗保障
局办公室关于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
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医保药品外
配处方管理。

根据通知，已上线医保电子处方
中心的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应通
过电子处方中心提供处方外配服务。
支持将电子处方打印成纸质处方，方
便老年人等有需求的参保人持纸质处
方前往定点零售药店购药。暂未上线

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的统筹地区，定点
医疗机构开具的纸质处方须经本院医
保医师签名并加盖外配处方专用章后
有效。

通知明确，定点零售药店为参保
人调剂外配处方时，应认真检查处方
的真实性、合法性、规范性，核准处方用
药信息、有效期等以及参保人信息，发
现问题的可以拒绝调剂，并及时向当
地医保部门反映存疑外配处方线索。

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凭本统筹
地区定点医疗机构外配处方销售的药
品，符合规定的可以纳入医保统筹基
金支付范围，暂不接受本统筹地区以
外的医疗机构外配处方。

通知要求，加快推进电子处方中

心建设。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配备
“双通道”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均需通
过电子处方中心流转“双通道”药品处
方，不再接受纸质处方。特殊情况需
要延长纸质处方使用时间的，由统筹
地区报省级医保部门同意，并向国家
医保局备案，延长时间不超过3个月。

通知提出，集中开展医保外配处
方使用专项治理。统筹地区医保部门
要将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
店外配处方情况纳入打击欺诈骗保相
关行动，2024 年12月底前，针对门诊
慢性病和特殊病保障、城乡居民门诊

“两病”用药机制开方药品，以及其他
金额高、费用大、欺诈骗保风险高的开
方药品开展专门检查。

国家医保局发文规范
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 16 日公布数据
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法院受理各
类执行案件 731.3 万件，同比下降
7.56%。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数持续
呈现负增长趋势，同比下降24.53%。

据悉，各级法院前三季度深入开
展交叉执行，攻坚难案积案，加大财产
保全力度，以保促调、以保促执，办结
执行保全案件 344.4 万件，同比增长
45.23%。人民法院积极贯彻善意文明

执行理念，助力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完
成信用修复 204.2 万人，同比增长
55.95%。

最高法数据同时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各级法院受理刑事一审案件91
万件，判处生效被告人117.9万人。其
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罪犯
8.4 万人，同比下降 9.74%，重刑率为
7.1%。其中，人民法院依法严惩以偷
拍、窃听等手段严重侵犯公民隐私的
犯罪，斩断偷拍盗摄黑灰产业链，受理

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窃听、
窃 照 专 用 器 材 案 件 同 比 增 长
436.36%。

此外，全国法院前三季度受理民
商事一审案件 1379 万件，同比增长
3.19%。其中，受理一审物业服务合同
纠 纷 案 件 56.4 万 件 ，同 比 下 降
8.01%。受理一审银行卡纠纷案件
44.6万件，同比下降21.24%。受理涉
外合同类纠纷案件5810件，同比增长
8.44%。

前三季度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人数同比下降近四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