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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一粒创新药，从实验室到病床前，正
在加速跑——

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累
计纳入 149 种创新药；2024 年新纳入医
保目录药品中，超 30%为当年获批新
药；约80%创新药上市后两年内能纳入
医保……

7月1日，我国再次为创新药发展带
来政策“及时雨”——国家医保局、国家
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支持创新药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十六条举措将为创
新药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支持研发，鼓励医药企业“真创
新”——

近年来，我国创新药热潮涌现。
2024 年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达 48 种，
是 2018 年的 5 倍以上。从治疗组织细
胞肿瘤的芦沃美替尼片，到国产减重
药玛仕度肽注射液……今年仅上半
年，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就已接近 40
种。

但同时，一些领域创新药存在同质
化、临床价值不够突出等问题。

对此，新措施亮出妙招：用医保数据
为新药研发“导航”。依托全国统一的医
保信息平台，进行疾病谱、临床用药需求
等数据归集和分析，探索为创新药研发
提供医保数据服务。

“这有助于支持医药企业、科研院
所、医疗机构等合理确定研发方向、布局
研发管线，走差异化创新之路。”国家医

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国栋说。
此外，聚焦重大传染病、儿童用药、

罕见病等重点领域，措施明确将组织实
施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让
创新药研发有的放矢。

多 元 支 付 ，让 更 多 老 百 姓 用 得
起——

创新药发挥价值，关键在于老百姓
买得起、用得上。措施特别指出，提高创
新药多元支付能力，鼓励商业健康保险、
医疗互助等将创新药纳入保障范围，推
动企业和个人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支
持困难群众使用创新药。

截至2025年5月，医保基金对协议
期内谈判药品累计支付4100亿元，带动
相关药品销售超 6000 亿元。这一强劲
的支付支撑，既为百姓看病用药提供有
力保障，又为创新药企业持续发展注入

“强心剂”。
近年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也

快速增长，2024年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
9773 亿元，同比增长 8.2%，基本接近居
民医保总体筹资水平。

但与居民医保超过95%的资金使用
率相比，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障水平和保
障效率上仍有开发空间。这也为更多老
百姓用得起创新药提供了新方案。

“我们将以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为
切入点，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障能力
上与基本医保进一步衔接和协同，做好
保障合力。”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

黄心宇说。
加速进院，让老百姓用得上——
打通创新药从上市到进院的“最

后一公里”，事关患者的用药可及性。
措施要求，推动创新药加快进入定点
医药机构。

“我们鼓励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及时
召开药事会，根据临床需求和患者需要，
对药品配备进行完善。”王国栋说，医疗
机构不得以用药目录数量、药占比等为
由影响创新药配备使用，医保目录内谈
判药品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内药品可不受

“一品两规”限制。
当 前 ，我 国 正 在 开 展 医 保 支 付

DRG/DIP改革。王国栋说：“对合理使
用医保目录内创新药的病例，不适合按
病种标准支付的，支持医疗机构自主申
报特例单议。”

据介绍，在服务国内的同时，中国创
新药也在不断走出去。2024年，中国药
企完成海外授权交易超90笔，总金额超
500亿美元。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
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说，我们创新建立
了跨境购药便捷服务通道，接下来还将
支持更多有条件的地区发挥区位优势，
搭建创新药交易平台。

创新药，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政
策支持、科技赋能、多方合力，正让医药
发展更契合百姓需求，让健康中国更有
科技底气。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政策“及时雨”！

十六条举措助力中国创新药加速跑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彭韵佳

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
期，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5年度
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水
电站）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

据水文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
期黄河流域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
水时空分布不均，涝重于旱，区域
性阶段性旱涝风险较高。主汛期，
中游山陕区间、三花区间降水较常
年将偏多两至三成；下游大汶河降
水较常年将偏多三至五成。局地
暴雨过程趋强，中游干支流及下游
大汶河可能出现较重汛情。

当前正值黄河调水调沙大流
量下泄关键期。随着大流量演进，
黄河下游河道陆续迎来涨水过
程。截至 6 月 29 日 8 时，花园口水
文站实测流量4700立方米每秒；黄
河入鲁第一站——高村水文站实
测流量3170立方米每秒，流量仍在
上涨过程中；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
1790立方米每秒。

自6月23日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以来，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从2600
立方米每秒逐步增加至 3000 立方
米每秒、3500 立方米每秒、4600 立
方米每秒，河道基流逐步增大，大
流量演进速度和流量、水位、含沙
量基本正常，与调水调沙预案基本
相符。截至6月29日，小浪底水库
水位已按照预案降至汛限水位235
米以下。目前，大流量过程正在向
黄河下游平稳演进，河势总体稳
定，工程未出现较大险情。

此前，黄委召开专题会商会，
分析研判流域雨情水情旱情，进一
步安排部署水旱灾害防御和调水
调沙工作。会商要求，要持续加密
雨水情监测预报，加强联合会商和
信息共享，滚动研判雨水情态势，
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要按照

“确保安全”的原则做好调水调沙
各项工作，滚动调算水库调度方
案，加强重点工程巡查防守，做好
调水调沙原型观测。要强化涉水
安全管理，加强浮桥、涉河项目、水
利风景区等安全管理，落实水库、
淤地坝、在建工程度汛方案，进一
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各项措施落
实到位。要强化防汛工作科技赋
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相关
问题研究，将科技创新成果有效运
用至防汛工作实践。要加强防汛
组织协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
守和领导带班制度，进一步严明防
汛工作纪律。

“黄委将加密会商研判，精细
调度水工程，加强水文监测预报和
河道工程巡查防守力度，坚决守住
黄河水旱灾害防御底线。”黄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据《河南日报》

黄河已正式
进入主汛期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魏冠
宇）记者7月1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近日发布普通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学、地理、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7个学
科教学装备配置标准，健全中小学装备
配置标准体系，规范和引领全国普通高
中学校教学装备的科学配备，加快推进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配置标准依据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满足基础性实验、拓展性实验
和创新性实验等不同层次教学需求。聚
焦教育数字化战略部署，着力推进教学
装备智能化升级，新增数字化、智能化、
绿色化教学设备，加快构建信息化实验
教学环境。同时，严格把控装备质量安
全标准，科学设定技术参数指标，明确教

学性能要求，强化安全环保规范。在应
用层面突出育人导向，配套提供实验实
践活动指导建议，切实促进教育装备与
课程标准、教学实践的有机融合。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配置标准
的实施应用，将对提升高中办学条件、夯
实基础学科建设、培育学生科学素养和
创新精神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部发布
普通高中7个学科
教学装备配置标准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周圆 李令
仪）记者7月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
悉，1月至5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稳定增
长，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7735 亿元，同
比增长0.9%。

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收入增速领先，
京津冀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
势。东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6943 亿元，同比增长 2.8%，高于全国增
速1.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
务收入467.8亿元，同比增长4.3%；京津

冀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2666亿元，
同比增长8.3%。

此外，1月至5月，互联网业务累计收
入居前5名的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天
津共完成业务收入6496亿元，占全国（扣
除跨地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的84%。

前5个月
我国规上互联网企业

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773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