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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李
国利 邓孟） 按照飞行任务规划，
我国今年将先后发射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神舟
十七号载人飞船。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 15 日正式发布 《2023 年
度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识征集活动
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23 年
度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识。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史上
首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任务标
识。

自 2003 年 神 舟 五 号 任 务 起 ，
每次载人飞行任务均设计了任务标
识，特别是空间站建造阶段策划设
计的 12 次任务标识，对塑造工程品
牌形象、弘扬载人航天精神发挥了
积极作用。这次主要征集天舟六号
货运飞船飞行任务、神舟十六号载
人飞行任务、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
任务标识设计方案及其思路阐述，
所有热爱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自然
人、法人及组织均可参与。《公告》
全文及条件要求等，可登录中国载

人 航 天 工 程 网 专 题 页 面 （http://
www.cmse.gov.cn/hdjl/bszjhd/） 进
行 查 询 。 征 集 活 动 截 止 日 期 为
2023 年 3 月 6 日 24 时，后续将进行
网络投票和结果公布。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中国
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进入应用与发
展阶段，每年将发射 2 艘载人飞船、
1 至 2 艘货运飞船。按照飞行任务规
划，计划 2023 年 5 月发射天舟六号
货运飞船，对接于核心舱后向端口，
形成三舱两船组合体，将上行航天

员驻留和消耗物资、维修备件、推进
剂和应用任务载荷样品，并下行在
轨废弃物；5 月发射神舟十六号载
人飞船，对接于核心舱径向端口，形
成三舱三船组合体；10 月发射神舟
十七号载人飞船，对接于核心舱前
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两次
载人飞行任务期间，将实施航天员
出舱活动和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
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开
展平台管理常规工作、航天员保障
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活动。

我国今年将发射3艘飞船
任务标识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月15日，工人在贵州省从江县贯洞镇百香果育苗基地嫁接百香果苗。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春耕育苗工作陆续启动。

当地农业服务部门积极引导农民使用植物组培、扦插嫁接、大棚育苗、漂浮育苗
等技术手段，用科技智能化管理助力春耕育苗。 （新华社发）

科技育苗备春耕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5 日电 近日 ，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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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近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粮食
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14 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
稳、更好、也更牢。但同时，我国
粮食生产也面临需求刚性增长、消
费不断升级以及全球农产品贸易不
确定性明显增强等挑战。

日前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
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
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
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
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确保全国粮
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目
标。同时，要压实地方党委政府重
农抓粮主体责任，严格省级党委和
政府耕地保护和粮
食 安 全 责 任 制 考
核，确保主产区、
主销区、产销平衡
区各尽其责，饭碗
一起端、责任一起
扛。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跨境网
络赌博、网络水军等突出网络违
法犯罪高发，滋生出由卡商、号
商 、“ 猫 池 ” 窝 点 、 接 码 平 台 、

“ 养 号 ” 平 台 等 构 成 的 网 络 账 号
黑色产业链。2022 年以来，公安
部 部 署 全 国 公 安 机 关 深 入 推 进

“ 断 号 ” 行 动 ， 取 得 显 著 成 效 ，
共 侦 办 案 件 1.1 万 余 起 ， 关 停 接

码 平 台 130 余 个 ， 捣 毁 “ 猫 池 ”
窝 点 800 余 个 ， 缴 获 “ 猫 池 ”、
GOIP 等黑产设备 1 万余台，查扣
手机黑卡 240 余万
张 ， 查 获 网 络 黑
账 号 4200 余 万
个 。 公 安 部 2 月
15 日 公 布 2022 年

“断号”行动典型
案例。

严厉打击网络账号黑产

公安部公布“断号”行动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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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记
者任沁沁） 记者 15 日从国家移民
管理局获悉，鉴于韩国已恢复审
发中国公民赴韩短期签证，国家

移民管理机构自 2 月 18 日起，对
韩国公民恢复签发口岸签证，恢
复 实 行 72/144 小 时 过 境 免 签 政
策。

自2月18日起

我国恢复韩国公民来华签证

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记
者齐琪 罗沙）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
院 15 日举行的第六次全国行政审
判工作会议获悉，党的十八大以
来，人民法院深化行政审判体制机
制改革，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
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 235.2
万件、审结 227.4 万件。

据悉，人民法院全面贯彻立案
登记制，正确把握行政诉讼起诉条
件，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2016
年以来，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
件 186.7 万件，年均增长 8.8%。人
民法院认真贯彻民法典和行政诉讼
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
感，十年来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类
一审行政案件 16.6 万件；2018 年
以来审理一审行政赔偿案件 6.5 万
件，判赔金额 65.6 亿元。

人民法院坚持严格公正司法，
全 面 落 实 行 政 复 议 双 被 告 制 度 ，
2016 年以来审理复议机关作共同
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 4.6 万件。推

动行政诉讼“告官见官”成为常
态，2021 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率达 65.4%。

同时，人民法院推进行政诉讼
管辖制度改革，破除“行政诉讼主
客场”，北京、上海专门设立跨行
政区划法院，集中管辖相关行政案
件，广东深圳法院建立行政审判中
心实现行政案件专业化集约化审
理。2017 年以来各级法院适用简
易 程 序 审 结 一 审 行 政 案 件 9.3 万
件，平均审理天数 31.9 天。

最高法提出，人民法院要进一
步加强执法办案，不断提高行政案
件办理质效。坚定不移贯彻立案登
记制，引导原告选择正确的被诉行
政机关，提高立案登记的准确性。
依法妥善审理涉房屋土地、食品药
品等重点领域行政案件，立足司法
职能服务保障民生。切实实施民法
典，善于将相关规定作为行政审判
的依据，依法纠正违背民法典精神
的行政行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27.4万件

焦点一：个人账户的
“钱”少了会影响医保待遇
吗？

随着多地政策落地，不少参保
人发现自己医保账户的“钱”少
了，担心会影响个人医保待遇。

据了解，近期多地出台的医保
改革方案有共同点：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当期计入的金额有所变化。对
在职职工而言，原本由单位缴费划
入的部分不再划入，被纳入统筹基
金；对退休人员而言，个人账户计
入从过去的与本人养老金挂钩，过
渡到定额划入，定额标准与统筹地
区改革当年人均养老金挂钩。

单从账面上看，个人账户新计
入的“钱”的确变少了，而且有些
人的降幅不小。这不禁让人疑惑，
减少的“钱”去哪儿了？会影响个
人医保待遇吗？

“医保个人账户上的‘钱’减
少，并不意味着参保职工医保待遇
的降低或损失。”中国社科院公共
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说，个人账
户减少的“钱”将转化为统筹基金

“大池子”的增量，用来承担以往个
人账户“小池子”需要支付的普通门
诊费用，且个人账户之前的累计结
存仍归个人使用，实现保障“增量”。

2021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
明确调整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结构
后，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用于门诊
共济保障，提高参保人员门诊待遇。
这也就是说，改革后，以前不能报销
的普通门诊费用可以报销了。

以武汉市退休参保职工周某为
例。其年养老金收入 5 万元，改革
前个人账户每年划入 2400 元。周
某患有脑梗，但因当地没有门诊统
筹政策，在门诊看病无法享受报
销。改革后，他的个人账户年划入
调整为 996 元，在某三级医院门诊
就医发生门诊费用 7150 元后，按

照新的门诊统筹政策报销，除去门
槛费 500 元，按三级医院 60%的报
销比例，即可报销 3990 元。这也
就是说，虽然周某改革后个人账户
当年少划入 1404 元，但其享受待
遇却增加了 2586 元。

焦点二：改革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是因为统筹基
金没钱了吗？

有质疑声认为，改革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是因为统筹基金没钱了，
要用个人账户“补窟窿”。对此，
专家表示，这是由于对我国医保基
金收支情况不清楚而产生的误解。

数据显示，2021 年职工医保
统 筹 基 金 收 入 11864 亿 元 ， 支 出
9321 亿元。也就是说，统筹基金
不仅收支平衡，而且略有结余，所
以“统筹基金没钱了”并不成立。

既然如此，有公众疑惑，为何把
个人账户的“钱”转到统筹基金，用于
门诊共济保障，让别人花自己的“钱”？

“医疗保险归根到底是一种社
会保险，这就意味着它具有互助共
济 、 责 任 共 担 、 共 建 共 享 的 性
质。”王震说，参保人年轻时得病
少，到年老时容易生病，看病吃药
仅依靠个人账户积累是有限的，把
大家的钱放在一起，可以实现用大
数法则化解社会群体的风险，更大
范围满足公众医疗需求。

王震说，调整个人账户是调减
当期计入，没有动个人的历史结存。
要认识到，无论是个人账户还是统
筹基金，都属于已经缴纳的医疗保
险费用，是用于解决公众防病、治病
问题而筹集、分配和使用的“钱”。

改革前，个人账户无法给别人
使用，“有病的不够用、没病的不能
用”，这就逐渐出现了过度沉淀、共
济性不够、欺诈骗保等弊端。

“在医保战略性购买的框架下，
优化门诊保障待遇是结构性调整。”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疗
保障研究室主任顾雪非介绍，这是在

不另外筹资、不新增单位和个人缴费
负担的前提下，提高门诊保障水平。

焦点三：个人账户改
革对老年人有什么影响？

有一些老年人看到改革后个人
账户“钱”少了，担心看病吃药使
用受限。

指导意见明确，普通门诊统筹
保障水平以 50%起步，并要求各地
在此基础上对退休的老年人再给予
倾斜支付。

以呼和浩特市为例，在开通门
诊统筹保障后，退休人员门诊支付
比例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在原办法
的基础上提高 5%，同时进一步提
高门诊统筹年度最高支付限额，退
休人员待遇支付由原来的 4000 元
提高到 6000 元，高于在职职工。

此外，在普通门诊保障健全之
前，不少地区先行建立了门诊慢特
病保障机制，用统筹基金支付常见
于老年人的慢性病、特殊疾病在门
诊发生的费用。近期，一些地方适
当扩大门诊特殊病病种。如江苏南
京在原 4 大类门特病种基础上，新
增 9 类病种；武汉将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病特殊疾病病种由 28 类
增加到 37 类，基本病种从 32 种增
加到 70 种等。

通过对多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改革方案的对比，还可以发现一个
共同点——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拓
宽，使用主体从个人扩宽到配偶、
父母、子女等，对象范围从药品支
付到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这对
老年人来说更是个利好。

顾雪非表示，改革后，参保人可
以把个人账户的“钱”用给老人等其
他家庭成员，形成家庭内部“小共
济”，提高家庭应对医疗风险能力。

焦点四：如何提高百
姓对改革的获得感？

随着各地改革方案落地，也有
人对改革提出意见：以前在家门口

药店买药，现在为了报销还要跑到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挂号；门诊统筹
报销设置起付线、最高支付限额，
保障力度不如住院报销等。

“ 参 保 人 对 改 革 感 受 最 为 直
观。”顾雪非说，为了让改革红利
真正惠及最广大群众，需要充分考
虑对老百姓、医药机构等利益相关
方的影响，多方共同发力，方便老
百姓就医购药。

根据相关部署，职工医保门诊
共济保障改革将通过 3 年完成。目
前，大多数地区已经公布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改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的实施细则，但各地经济发展水
平、医保统筹力度等情况存在差
异，相应的改革策略与举措不尽相
同。

受 访 专 家 与 业 内 人 士 建 议 ，
要 切 实 回 应 群 众 提 出 的 合 理 诉
求，在提高医疗保障服务的便捷
性和可及性、加强政策解读等方
面着手，切实破解群众求医问药
难题。

“改革过程中存在不同声音是
正常的。”王震说，改革政策效益
的显现也需要时间，要同步推进
协同配套服务，如合理调整门诊
报 销 的 起 付 线 与 最 高 支 付 限 额 、
尽快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
纳入门诊统筹、探索将符合条件
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保障
范围等。

不少地区采取分步调整，促进
政策平稳过渡。也有一些地区降低
门诊报销起付线、提高报销限额
等，如广州在门诊报销由月度限额
调整为年度限额的基础上，提高了
报销金额；北京不再设置医保门诊
最高支付限额。

记者了解到，截至发稿时，一
些地方已进一步优化有关配套措
施。武汉市医保局发布公告，在前
期已经公布的 1000 多家零售药店
试点的基础上，将第三批 4065 家
定点零售药店纳入职工医保门诊统
筹保障范围。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职工医保改革热点，权威解读来了
近期，广东、湖北、四川等省份实施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明确开展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按

规定报销参保人普通门诊费用，并同步调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围绕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权威专家和业内人士。

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记
者彭韵佳） 为更好推进职工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国家医保局
15 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
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的通
知》，明确各级医保部门要采取有
效措施，鼓励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
药店自愿申请开通门诊统筹服务。

通知明确，申请开通门诊统筹服
务的定点零售药店应当符合相关要
求，能够开展门诊统筹联网直接结
算。统筹地区医保部门要优化申请条
件、完善服务流程，及时为符合条件
的定点零售药店开通门诊统筹服务。

通知完善了定点零售药店门诊
统筹支付政策，明确参保人员凭定
点医药机构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

买医保目录内药品发生的费用可由
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零售药
店门诊统筹的起付标准、支付比例
和最高支付限额等，可执行与本统
筹地区定点基层医疗机构相同的医
保待遇政策。

在加强处方流转管理方面，通
知明确要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
平台，加快医保电子处方中心落地
应用，实现定点医疗机构电子处方
顺畅流转到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
药机构可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开具长
期处方，最长可开具 12 周。

此外，通知明确要加强基金监
管，通过日常监管、智能审核和监
控等多种方式，严厉打击定点零售
药店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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