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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会将于9月8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还将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先进集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

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
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明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
突发事件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
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
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
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围绕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
件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认真学习习近平关
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
论述，对于我们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风险
挑战各项工作，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
难险阻，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6个专题，共计404段论

述，摘自习近平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20
年7月17日期间的讲话、报告、谈话、演讲、
指示、批示等 18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
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
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8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国际军事比赛—2020”闭幕
中国队夺

“坦克两项”亚军
新华社电“国际军事比赛—

2020”闭幕式 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郊外“爱国者”公园举行。在当日
举行的“坦克两项”项目决赛中，中国
队夺得亚军。“国际军事比赛—2020”
于 8月 23日至 9月 5日在俄罗斯、白
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乌兹
别克斯坦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156支参赛队参加。中国共派出
6支参赛队，260余名官兵参加了在俄
罗斯举办的6个项目比赛。

热点一：改革是因为统筹
基金没钱了？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
革简单地说，就是职工医保参
保人的门诊费用以前主要通过
“个人账户”的方式来保障，现
在是通过“共济保障”，也就是
统筹来报销。

有观点认为，改革是因为
统筹基金没钱了，所以用个人
账户的钱“补窟窿”。对此，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王震说，这个观点是对我国
职工医保基金的收支状况不清
楚所致。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职
工医保统筹基金当年收入
9279亿元，当年支出 7939亿
元。也就是说，在不动用累计
结余的情况下，统筹基金完全
可以实现当年的收支平衡。所
以，补统筹基金的“窟窿”这一
点并不成立。

王震说，将门诊保障的方
式改为互助共济、统筹报销为
主的模式，最主要的考虑是通
过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从而提高参保人的门诊待遇
水平。

热点二：为啥要动个人账
户的“钱”？

变成统筹保障之后，一个
明显的变化是原来从统筹基金
划入个人账户的一部分资金不

再划入，而是留在统筹基金共
济使用。由此，一些观点认为
这是“自己的钱给别人用、年轻
人的钱给老年人用”。

这里需要了解“共济”的含
义。它是保险的本质，也叫“大
数法则”，意思是把大家的钱放
在一起，给发生风险事件（疾
病）的人用，共同抵御疾病风
险。试想一下，当人们发生大
病，但个人账户不足支付时，谁
来帮你？谁又能保证年轻时就
一定不发生大病，年老多病时
积存的个人账户资金一定能够
支付得起大病费用？

王震说，从保险的角度，不
能说自己缴了费但用不上就是
“吃亏”。因为保险本就是应对
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当然，
个人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收入和
积蓄来支付疾病费用，那也就
没有“医疗保险”一说了。但不
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我们看到
的是完全依靠个人应对疾病风
险是不靠谱的，所以才有了“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才有了“互助共济”的
制度化保障。

热点三：门诊统筹能否真
正减轻个人负担？

作为参保人，门诊就医拟
纳入统筹保障后，最直接的好
处是待遇提升了，原来不能报
销的现在能报销了。但也有一

种担心的声音，门诊统筹后，一
些药品需要到医院开具才能报
销，从而导致原来大量在药店
就可以解决问题集中到医院，
增加医院负担和个人医疗费用
的支出。

王震解释说，且不说门诊
待遇的提升能否抵消这种所
谓“医疗费用的增加”，就从
临床安全性以及患者的就医
行为来看，在没有改革之前
该去医院的也得去医院，在
改革之后不该去医院的也没
有必要去。

更何况，改革并没有取消
个人账户。“原来在药店可以购
买的药品仍然可以在药店购
买，原来个人账户该怎么用还
是可以怎么用。所以说，个人
负担不会增加。”王震表示。

热点四：改革后是否影响
定点零售药店经营收入？

改革前，个人账户的使用
渠道中，零售药店占了较高比
例。一个观点认为，本次改革
缩减了个人账户，零售药店客
流将减少，营业收入可能下降，
甚至影响药店的发展。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说，2019年，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总收入 5840.34亿元，支出
4724.48亿元。其中，在药店购
药费用2029.42亿元，占支出总
额的42.96％。改革后，个人账

户每年还有近 4000亿元的收
入，再加上累计结存的 8426亿
元，应该说个人账户还有非常
大的一块规模，足以满足参保
人在药店的购药需求。

他表示，门诊统筹制度的
进一步建立健全，意味着慢病
保障功能得到强化，零售药店
作为慢病药品的主要销售渠
道，潜在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大，
意味着零售药店新一轮发展机
遇即将到来。浙江在这方面就
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此次改革还拟拓宽个人账
户的使用范围——从只能个人
支付拓宽到了配偶、子女、父母
等家庭成员；从只能用于药品
支付拓宽至医疗耗材、医疗器
械等。“这也将进一步增加个人
账户在药店的使用，使得药店
在门诊费用保障方面的分量更
重。”王震说。

以往，体育健身、养生保健
品等产品在药店收入中占了相
当一部分比重。此次改革拟
明确个人账户的资金不能用
于这类非治疗性的产品。医
保管理人士表示，医保资金的
使用是有法律规定的明确范
围的，非治疗性产品本就不应
出现在医保资金的支付范围
内，不能因为这些违规使用医
保资金的行为“原先有”就要继
续延续下去。

我国可重复使用
试验航天器成功着陆
新华社电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在轨飞行2天后，于9月6日成功返回
预定着陆场。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研
究取得重要突破，后续可为和平利用
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自己的“钱”为什么给别人用？
——解读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热点问题

新华社电 近期，国家医疗保障局就推进门诊共济保障、改革个人账户的文件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
不少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举措，引发社会热议。

门诊共济是自己的“钱”给别人用了吗，是年轻人的钱给老年人用了吗？调整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是否会影响零
售药店的发展？就这些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医保专家和业内人士。

4人获
2020未来科学大奖
新华社电 2020未来科学大奖获

奖名单6日在京揭晓，哈尔滨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张亭栋、上海交通大
学教授王振义院士获“生命科学奖”，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卢柯院士
获“物质科学奖”，山东大学教授彭实戈
院士获“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未来科学大奖于2016年设立，是
中国大陆首个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
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评审体
系主要参考诺贝尔奖、图灵奖等国际
著名奖项，采取提名邀约制和国际同
行评议制，每年评选一次，单项奖金
为1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