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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年中临近，
面对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和国内疫情冲击等多重
压力，中国经济形势怎么
看？稳物价、助企纾困如何
发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
闻发言人孟玮 16日在新闻
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经济运行逐步企稳

“5月份以来，全国疫情
整体呈现下降态势，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经
济运行逐步企稳，主要经济
指标出现边际积极变化。”
孟玮说。

“尽管经济运行出现一
些积极变化，但供需两侧稳
定恢复仍面临不少挑战。”
孟玮说，将继续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通过宏观政策靠前发
力、适当加力，着力打通制
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切
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推
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全力推动一揽子
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

国务院日前印发《扎实
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
施》，涉及财政政策、货币金
融政策等 6 方面 33 项措

施。“我们按照有关部署和
要求，加快落实各项政策措
施，及时出台配套实施细
则，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和成效。”孟玮说。

比如，加快下达中央预
算内投资，加快推动重大项
目实施，促进尽快形成实物
工作量；落实好适当提高稻
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相
关政策要求，扎实做好提高
煤炭、原油等能源资源储备
能力相关工作；指导督促地
方全面清理取消水电气暖行
业不合理收费，持续关注并
积极推进重点地区复工达
产、物资保障等相关工作；配
合其他相关部门积极推动财
政、货币金融等政策落实，形
成稳增长工作合力等。

孟玮说，下一步，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全力推动相
关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
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
增长，努力为下半年发展提
供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稳定居民消费价格
具有坚实基础

全球通胀压力下，我国
物价保持平稳运行。5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1%；全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涨幅回落至6.4%，上下
游价格走势更趋协调。

孟玮介绍，5 月份，美
国、英国 CPI同比涨幅分别
达 8.6%、9%；欧元区 CPI同
比涨幅达到 8.1%；不少新兴
经济体 CPI涨幅超过 10%，
少数国家甚至达到 50%以
上。我国物价水平远低于
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继续对
全球物价发挥了重要的“稳
定器”作用。

“展望今年后期，我国
粮油肉蛋奶果蔬等重要民
生商品生产稳定、供应充
足，特别是随着应季鲜活农
产品大量上市，市场供应量
将持续增加，加之各地物流
堵点卡点疏导得力，跨区调
运能力明显增强，稳定居民
消费价格具有坚实基础，国
内CPI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
间，能够完成全年3%左右的
预期目标。”孟玮说。

孟玮表示，尽管地缘政
治冲突仍在扰动国际能源
和粮食市场，但国内口粮自
给自足、煤炭资源能够满足
需求，加之保供稳价政策持
续发力，预计后期 PPI涨幅
有望进一步回落。

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
康委和全国老龄办日前联
合印发通知，要求深入开展
2022年“智慧助老”行动，帮
助老年人提高智能手机操
作技能，提升老年人反诈防
骗意识。

根据通知，各地、各涉
老社会组织在实施“智慧助
老”行动中，要进一步聚焦
疫情防控形势下，老年人在
生活消费、出行、就医、办事

等场景中遇到的智能技术
运用困难，重点围绕运用智
能手机查询和出示“健康
码”、接收防控信息、采购生
活物资、预约挂号、查询交
通信息、紧急求助、防止电
信诈骗等环节，通过组织开
展面对面讲座、手把手教
学、老年人之间“传帮带”、
家庭成员帮助以及线上课
堂等多种方式，切实帮助老
年人提升智能技术运用能

力，推动解决老年人在疫情
防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
老龄办将依托“健康中国”新
媒体平台及各类短视频平
台，利用全国“敬老月”等时
间节点，通过发起话题讨论、
开设线上教程、征集优秀视
频等方式，引导社会各界关
注、参与“智慧助老”行动，形
成全社会共同帮助老年人跨
越“数字鸿沟”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电 医保目录
调整关系着每一名参保
人。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
《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及相关文件征求意见，这
意味着今年医保目录调整
工作即将正式启动。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医
保报销？谈判药品协议到
期后如何续约？这些都能
在工作方案中找到“答案”。
更多罕见病用药
儿童药品等有望进医保

根据工作方案，目录
外 6类药品可以申报参加
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包
括 2017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6月 30日期间，经国家
药监部门批准的新通用名
药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新
冠肺炎相关治疗药品等。

与去年相比，2022年
医保目录调整新增了儿童
药品、仿制药品等。其中，
儿童药品范围应在国家卫
健委等部门印发的三批鼓
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
中，仿制药品应在两批鼓
励仿制药品目录中。

在 2021 年国家医保
目录调整中，曾经每针 70
万元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
缩症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
经医保谈判后，以 3万余
元被纳入医保，罕见病患
者用药引发更多关注。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
60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
市，其中 40余种进入国家
医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

工作方案明确，2022
年6月30日前经国家药监
部门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治
疗药品可以申报今年的医
保谈判，申报药品的说明
书适应症中要包含有《第

一批罕见病目录》所收录
罕见病。
分类对谈判协议
到期药品进行续约

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
过程中，药品谈判的“灵魂
砍价”备受关注。医保部
门与医药企业就药品支付
标准进行磋商，并根据结
果直接决定该药品是否能
进医保、以什么价格进医
保。2021年，经谈判进医
保的目录外独家药品有67
个，平均降价61.71%。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
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原则
上谈判药品协议有效期为
2年。协议期满后，对协议
期内医保基金实际支出与
谈判前企业提交的预算影
响进行分析对比，按差异
程度降价，并续签协议。

《谈判药品续约规则
（征求意见稿）》提出了纳
入常规目录管理、简易续
约和重新谈判三种谈判药
品续约规则，并对三种续
约方式进行详细规定。

根据往年续约结果可
以发现，经过谈判续约成
功的药品在价格上往往更
具优势。如 2019年 27个
经过谈判成功续约的药
品，价格平均降幅 26.4%；
2020年 14种独家药品按
规则进行了续约或再次谈
判，平均降价14.95%。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
来，连续 4次开展医保目
录准入谈判，累计将 250
种药品通过谈判新增进入
目录，价格平均降幅超过
50%。通过谈判降价和医
保报销，2021年累计为患
者减负约1500亿元。

在坚持动态调整医保
目录的基础上，医保目录
调整也在进行更多尝试与
探索。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居民消费价格保持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40余种罕见病用药纳入
充分发挥医保基金的杠杆作用

今年国家医保目录
调整“划重点”

两部门发文开展“智慧助老”行动

多种方式帮助老年人提高智能手机操作技能

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
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
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

上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际国
内大局大势，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引领中
国经济这艘大船沿着高质
量发展航道破浪向前、行
稳致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国发展一时一事会有
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
荡。“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
的光明前景”！

勇毅笃行 长风万里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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