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医保
目录调整，事关每一名参保人。7
月11日，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值得注
意的是，今年首次增加商业健康
保险创新药目录，与基本目录调整
同步进行。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黄心宇说，2025年医保目录
调整将关注基本目录保障还不充
分或有保障空白的领域，如鼓励
研发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等不
限制上市时间，弥补临床用药需
求短板，为患者“雪中送炭”。

“首次制定商保创新药目录，
也是对更好满足参保群众多层次、
多元化用药需求的一次重大尝
试。”黄心宇说。

“纳新药、降药价、调老药”，
回望过去 7年，国家基本医保目
录实现了常态化、动态化调整，
创造性进行谈判、竞价准入，一
大批救命药以更加合理的价格
水平被纳入目录范围，惠及数以
亿计的参保人。

目前，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已
经累计新增 835种药品，其中大
部分是近年来新上市、临床价值

高的药品，涵盖肿瘤、慢性病、罕
见病、儿童用药等多个领域。

与此同时，438 种疗效不确
切或易滥用、临床已被淘汰、长
期未生产供应且可被其他品种
替代的药品被调出目录。

一进一出，国家基本医保目录
结构更合理。截至2024年底，协议
期内谈判药品累计受益8.85亿人
次，累计为患者减负超9300亿元。

为让更多参保人能够及时用
上新上市的创新药，除了基本医保
目录调整外，2025年还新增了商
保创新药目录，主要用于纳入超出
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被纳入基本
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
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

简单来说，商保创新药目录
可以理解为基本医保目录的“补
充”，一些基本医保暂时不能报
销的创新药将有望纳入，弥补基
本医保目录的空白，为参保人健
康保障“加码”。

具体哪些药品可以申报？
在5年内批准上市的新通用

名或治疗罕见病的独家药品均
可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企业
可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可以

申报基本目录，这为创新药更好
进入市场提供了“双保险”。

一款创新药怎么进商保创
新药目录？

在企业进行申报后，国家医
保局将组织专家评审，如果符
合 纳 入 商 保 创 新 药 目 录 的 要
求，将进入国家医保局、商业保
险公司、药企的价格协商。

“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超过
95％的资金使用率相比，商业健
康保险由于销售佣金、核保理赔、
费用管控、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成
本比较高，保障效能上还有继续
提升的空间。”黄心宇说，部分创
新药刚进入市场时价格比较高，
基本医保目录难以覆盖，商保创
新药目录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过
渡，既保护好创新的种子，也让确
有需要的患者不因药价高昂望而
却步。

是目录，更是民生温度。
从让救命药触手可及、让常

用药可负担，到新增商保创新药
目录拓宽保障边界，一年一次的
医保目录调整，如同一场与时间
赛跑的民生接力，努力用实实在
在的保障为健康托底。

权威 发布新增商保创新药目录
2025年医保目录调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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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
田华等 8位艺术家回信，对电
影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

大家的来信，不禁想起你们参
与创作的那些耳熟能详的经
典电影。长期以来，你们怀着
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
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
鲜活的银幕形象，给几代观众

留下美好回忆。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希 望 你 们 继 续 在 崇 德 尚 艺
上作表率，带动广大电影工
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
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

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
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
事业、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
贡献。

近日，田华、王心刚、张
良、陶玉玲、肖桂云、潘虹、

宋晓英、陈道明等 8位电影艺
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
报他们数十年来从事电影工
作的情况和体会，表达为推动
电影事业发展、建设文化强国
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
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

新华社拉萨7月11日电
记者11日从西藏（当雄）金丝野
牦牛繁育基地了解到，10日中
午12时40分，该基地剖腹诞生
了第一头克隆牦牛，体重 33.5
公斤。

记者在繁育基地看到，这
头新出生的克隆牛犊个头比
正常新生牛犊较大，全身通
黑，能够正常行走，目前身体
状况良好。

据悉，这一成果是浙江大
学方盛国团队和西藏自治区
高原生物研究所联合攻关取
得的。从 2023年 7月起的两
年来，科研人员克服高原缺
氧、实验设备短缺等困难，通
过全基因组选择和体细胞克
隆的复合技术，培育诞生了
第一头克隆牦牛。

浙江大学国家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质基因保护中心主

任方盛国教授说：“西藏是牦
牛的主要生活区域，数量较
大。开展牦牛克隆工作，不仅
有助于西藏构建牦牛繁育体

系，还可以精准复制繁育能力
强、肉产量高、抗病性强的牦
牛个体，快速扩大优质种群，
提升牦牛养殖的经济效益。”

金丝野牦牛繁育基地，工作人员给克隆牦牛检查身体 新华社发

我国科学家成功克隆牦牛
体重33.5公斤 比正常新生牛犊大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塞纳
河畔，中华民族文化
瑰宝再迎“高光时
刻”。当地时间 7月
11 日，在法国巴黎
召开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第 47届世界
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西夏陵”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今年恰逢中国
加入《世界遗产公
约》40 周 年 ，至 此
中国世界遗产总数
达到 60 项，居世界
前列。

西夏，由党项族
建立，与辽宋长期并
立，在中国历史上存
续近 200 年。他们
留下的西夏陵，如今
静静伫立在宁夏银
川西郊，同巍峨苍茫
的贺兰山融为一体，
引人遐思无限。

鉴往知来，西夏
陵如今向世界讲述
着什么故事？

西夏陵坐落于
贺兰山山脉南段东
麓，分布范围近 40
平方公里，规模宏
大；包含 9 座帝陵、
271 处陪葬墓、5.03
公顷北端建筑遗址、
32 处 防 洪 工 程 遗
址，与峰峦叠嶂的贺
兰山势共同形成了
雄伟壮丽的陵区景
观。西夏陵是西夏

留存至今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保存完整
的考古遗存，直接为
中国历史上的西夏
王朝及其君主世系
提供不可替代的见
证作用，实证了西夏
王朝在丝绸之路上
的中继枢纽地位。
西夏陵在选址方位、
空间布局、陵寝制
度、陵墓建筑、营造
技术、丧葬习俗等方
面所体现的特征，全
面承袭唐宋帝陵陵
寝制度和传统木构
建筑体系，吸收党
项、吐蕃、回鹘、契
丹、女真等多元族群
文化传统，充分展现
了这一时期蒙古高
原与青藏高原之间，
以宁夏平原为中心，
基于不同民族、不同
生业、不同文化相互
交流而产生的文化
融汇与创新特征。

面对自然侵蚀、
社会发展的压力，西
夏陵因我国长期的
文物、生态保护实践
得以延续至今，向国
际社会展现了我国
文物保护的科学理
念、科研能力和技术
水平，反映了我国文
化遗产保护、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以及在
文化和自然遗产融
合保护方面的积极
探索。

第60项！
“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西夏陵”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