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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谢希瑶 王雨萧）记者 16 日从商务部
获悉，商务部等 9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5年工作
方案》，支持扩大优质服务供给。

工作方案围绕加强政策支持、开
展促进活动、搭建平台载体、扩大对外
开放、强化标准引领、优化消费环境等
6个方面，提出48条具体任务举措，既

涵盖了餐饮、住宿、健康、文化娱乐、旅
游休闲、体育赛事等主要行业领域，也
包括了旅游列车、空中游览、跳伞飞
行、超高清电视、微短剧等新业态、新
场景。

工作方案注重统筹国内国际双循
环、坚持供需两端发力，通过“对外开
放、对内放开”的办法，支持扩大优质
服务供给。

同时，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一老
一小”等民生关切，针对性制定支持家
政、养老、托育、健康消费等专项政策
举措，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工作方案要求各地方、各有关部
门加强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提升服
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影响力，营造有
利于服务消费发展的良好氛围。

9部门联合发文
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新华社吉隆坡4月16日电（记者
杨依军 孙浩）4月16日上午，马来西亚
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在马来西亚国家王宫
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见。

4 月的吉隆坡，阳光明媚，草木葱
茏。

易卜拉欣在国家王宫广场为习近平
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乘车抵达时，易卜拉欣和马
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下车处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马两
国国歌，鸣礼炮21响。习近平检阅仪仗
队。两国元首进入国家王宫大厅，同双
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会见易卜拉欣。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好

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常来常往、亲如一
家。两国关系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半个世
纪，正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我愿同易
卜拉欣最高元首一道努力，引领中马关
系长期稳定发展，共同打造高水平战略
性中马命运共同体，谱写睦邻友好、团结
合作新篇章，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
50年”。

习近平强调，中马双方要持续深化
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要深化发展战略
对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走好现
代化道路。建设好“两国双园”、东海岸
铁路等重大项目，抓紧培育人工智能、数
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未来产业合作。中
方欢迎更多马来西亚优质农产品进入中

国市场，鼓励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
愿同马方推进“儒伊文明对话”，开展更
多文化、旅游、教育合作，增进两国民心
相通。中方支持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
主席国工作，愿同马方一道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同发展，为地
区和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易卜拉欣表示，习近平主席对马来
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是两国关系中的一
件大事，充分显示马中关系的高水平。
我去年 9 月成功访华，至今记忆犹新。
相信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马将全面提升
两国关系，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
中国取得令人赞叹的发展成就，这得益
于习近平主席的高瞻远瞩和中国人民

的辛勤劳动。马来西亚高度重视对华关
系，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将携手共
进、合作共赢，推动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
同体建设。马方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
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中方加
强贸易投资合作，共同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教育人文交
流。马方高度评价最近中国召开的中央
周边工作会议，重视中国为应对全球和
地区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东盟轮
值主席国和东盟－中国关系协调国，马
方致力于推动东盟－中国关系实现更大
发展，共同打造和平繁荣的未来。

会见后，习近平出席易卜拉欣举行
的欢迎宴会。

蔡奇、王毅、王小洪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徐鹏航）记者 16 日从国家医保局获
悉，今年1月至3月，医保基金即时结
算覆盖定点医药机构24.67万家，拨付
金额1657亿元。

其中，定点医疗机构10.47万家，
拨付金额1574亿元；定点药店14.2万
家，拨付金额 83 亿元。此外，各地协
同推进即时结算和基金预付，2025年
已预付基本医保基金723亿元。

今年 1 月，国家医保局印发《关

于推进基本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改革
的通知》，提升医保基金结算清算
效率，增加定点医药机构“现金流”，
缓解其垫付资金压力，明确 2025 年
全国 80%左右统筹地区将基本实现
基本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即时
结算，2026 年推广至全国所有统筹
地区。

据悉，截至 3 月 31 日，全国 24 个
省份实施医保基金即时结算。各地正
选择多种方式推进即时结算改革，如

河北、浙江、安徽、河南等省份选用提
高拨付频次的方式，吉林、黑龙江、广
西等省份选用压缩月结算时长的方
式，北京、上海等省份选用按月预拨的
方式。

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
分类指导、扎实推进即时结算改革，让
改革成果惠及更多定点医药机构，提
升患者就医体验，改善医药行业生态
环境，进一步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
治理。

医保基金即时结算
已覆盖超24万家定点医药机构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张晓洁 潘洁）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市场销售增
速回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4671
亿元，同比增长 4.6%，比上年全年加
快1.1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9%，比1月
份至2月份加快1.9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
售增长较快。一季度，限额以上单位
通信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商品零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 26.9%、21.7%、19.3%、

18.1%，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4个百分点。

服务消费增长加快。一季度，服
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比商品零售快
0.4个百分点。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
的消费保持两位数增长，居民人均交
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
分别增长10.4%、13.9%。居民人均服
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4%，占全部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的 比 重 达 到
43.4%，比去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当天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服

务消费是支撑消费增长的重要领域，
发展空间大。

此外，新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新
的消费产品不断创新，既显示了中国
消费创新的动力，也显示了新消费的
成长前景。

“总的来讲，今年一季度消费在政
策的推动下持续改善。”盛来运说，下
一步，要积极稳就业、促增收、减负担，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大力增加优质消
费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不断优化
消费环境，增强消费意愿，促进国民经
济持续向好发展。

4月14日，河南省医养结合机构电子
地图正式上线，首批121家医养机构“掌上
可查”。这是记者近日从省卫生健康委获
得的信息。

据介绍，为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满
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省卫生健康
委研发推出河南省医养结合机构电子地
图。目前，电子地图已在“健康河南”“河南
老龄健康”微信公众号上线，公众可通过微
信公众号设置的“便民服务”“健康服务”功
能模块使用这一功能。电子地图包含医养
结合机构等级、位置分布、特色服务、机构
规模、实景照片等详细信息，并提供电话联
系、地图导航等功能，能够为医养供需双方
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的对接服务。

为保障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我省对电
子地图中的医养结合机构采取分层级分批
次上线的方式，首批上线的医养结合机构
包括国家及省级示范机构、已定级机构、实
践样板机构共121 家，后期逐步将所有医
养结合机构上线，并拓展电子地图至豫事
办等政务服务平台。

据《郑州日报》

消费持续改善
我国一季度社零总额增长4.6%

河南省医养结合机构电子地图上线

首批121家“掌上可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医药科研诚信建设的通知，提出
严格中医药科技活动的全过程诚信管理，
要求各地各单位将是否存在科研失信记录
列为中医药科技活动和人才选拔培养等领
域各类评价的否定性指标。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根据通
知，各地各单位要在中医药项目申报、立项
评审、奖励提名、成果登记转化及权益分配
等关键环节实行严格的诚信管理；将是否
存在科研失信记录列为中医药科技活动和
人才选拔培养等领域各类评价的否定性指
标；结合有关机构发布的预警名单、“黑名
单”等，及时警示提醒，做好审核把关。

通知提出，各单位要建立科研成果发
表管理制度，科研人员应在论文等科研成
果发表前开展自查，做好原始数据和文件
记录的备案；科研团队、科研人员对外发布
科研成果，不得弄虚作假、夸大宣传；涉及
突破性科研成果或重大科研进展的，应事
先报学术委员会审核把关，并报经科研管
理机构备案。 据新华社

中医药科技活动
强化“全过程诚信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