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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简单化、“层层加码”
等现象明确“九不准”

 　暑期是大学生离校返乡的高峰，
部分地区出现学生返乡集中隔离费用
负担加重的现象；交通物流是市场经
济的经脉，也是保障民生、防控疫情的
重要支撑，部分地区出现货车防疫通
行过度管控的问题……
　　针对群众反映的部分地区防疫措
施简单化、“层层加码”等现象，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近期首次明确提出疫情
防控“九不准”：不准随意将限制出行
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
地区；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
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不准随
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封控区、管控
区的管控时间；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
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员范围；不准随
意延长风险人员的隔离和健康监测时
间；不准随意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
急危重症和需要规律性诊疗等患者提
供医疗服务；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
乡的高校学生采取隔离等措施；不准
随意设置防疫检查点，限制符合条件
的客、货车司乘人员通行；不准随意关
闭低风险地区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的
场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雷正龙解释称，“九不准”
是在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的
前提下，更加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提高防控措施的
科学性、精准性、针对性，坚决防止简
单 化 、“ 一 刀 切 ”和“ 层 层 加 码 ”等
现象。
　　从大学生暑期返乡到物流保通保
畅，从急危重症患者就医到规范隔离
管控时间，“九不准”回应了百姓防疫
关切，为各地举措做出指引。

通报案例核查整改
要严格执行新版方案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和相关部门对个别地方违反“九不
准”的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其中包括：河北省保定市、邯郸
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等4个地市，存
在过度防疫、“一刀切”等情况，对来冀
返冀人员、特别是对上海、北京、天津
等地区人员盲目采取管控措施，扩大
人群管理范围；青海省对低风险地区
返青人员要求提前24小时填报信息，
抵青后进行落地核酸检测，返回居住
社区后，工作人员上门贴封条，完成“3
天2检”且核酸检测阴性后，方允许出
门；辽宁省朝阳市、锦州市高铁站对持
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的乘
客，仍要求再做核酸检测，并收取乘客
19元费用等。
　　雷正龙说，以上做法不符合国家
疫情防控政策要求，目前所涉地区和
单位已按要求开展整改。
　　记者了解到，与通报前相比，河北
省多地防疫政策目前有调整，包括集
中隔离转为居家隔离、隔离时间已缩
短等；青海省优化省外来(返)青人员健
康管理措施，对低风险地区来(返)青人
员不再实行“3天2检”；在辽宁省朝阳
市高铁站，如果行程码绿码无星，抵站
后不用再做核酸检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
召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疫情
防控这根弦，严格执行《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及时做好防
控措施的贯彻落实及平稳衔接，将不
一致的措施限期清理。

畅通反映问题渠道
努力减少疫情影响

　　“九不准”公布后，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会同相关成员单位成立
了整治问题专班。目前，包括国家卫
生健康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等在内的12个成员单位，
以及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都建立了问题线索收集渠道。
　　6月28日，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
留言板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开通，
群众注册后可留言反映遇到的疫情防
控相关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监督局副局长
程有全说，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开
通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留言
板以来，截至7月7日10时，收到各省
份 办 理 反 馈 信 息 1 3 8 6 2 件 ，已 办 结
11609件。
　　记者了解到，疫情防控“九不准”
公众留言板近10天的数据显示，群众
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依次为：对来自
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
等限制措施，占31%；随意将限制出行
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
地区，占24%。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阶段，专班将从线索收集、转
办核实、跟踪督办、通报曝光等工作着
手，做到全面收集、及时转办、全力核
查、坚决整改，妥善解决“九不准”相关
问题，在确保防控效果的前提下，尽最
大努力减少疫情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落实“九不准”，让防疫更精准

327个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48%
——— 聚焦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看点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近期明确提出，科学精准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要继续落实疫情防
控“九不准”要求，坚决克服防控
松懈和“层层加码”两种倾向。当
前，群众反映的“九不准”相关问
题受理、核实、整改情况如何？

我国组织开展
母亲河复苏行动

  记者13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
部近日出台《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
(2022—2025年)》，组织开展母亲河复
苏行动。母亲河复苏行动聚焦河道
断流、湖泊萎缩干涸两大问题，从各
地的母亲河做起，强化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分级负责，一河
(湖)一策，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水利部将组织全面排查断流
河流、萎缩干涸湖泊的情况，进一步
确定2022—2025年母亲河复苏行动河
湖名单，组织编制并实施母亲河复苏
行动一河(湖)一策方案。本次行动所
指母亲河，是与国家民族以及省市县
沿河区域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紧密相
关，对所在流域区域地貌发育演化、
生态系统演变、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构
建、人类文明孕育、文化传承和民族
象征等起到重大作用的河流湖泊。
  本次行动重点关注三类河湖：一
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等重大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的河湖；二是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母
亲河，在本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中地
位突出，对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或
发挥重要影响的河湖；三是水生态环
境问题突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修复
措施合理、可操作性强、修复效果显著
的河湖。 （本栏稿件均据新华社）

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3%

6月份我国外贸
重回两位数增长

　　海关总署13日发布数据：今年
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稳步增长，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9.8万亿元，同比
增长9.4%。其中6月当月，进出口同
比增长14.3%，增速较5月加快4.8个
百分点。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出口
1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3.2%；进口
8.66万亿元，同比增长4.8%。“总的来
看，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出
较强的韧性。”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一
季度平稳开局，5、6月份又迅速扭转
了4月份增速下滑的趋势，为全年外
贸保稳提质打下坚实基础。
　　具体来看，贸易方式上，一般贸
易进出口比重持续提升。上半年，
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2.71万亿元，
增长13.1%，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的64.2%，同比提升2.1个百分点。从
主要贸易伙伴来看，上半年，我国对
东盟、美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随着国家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落地见效，外贸市场主体活力得
到有效激发。上半年，我国有进出
口实绩的外贸企业50.6万家，同比增
加5.5%。其中，民营企业主力军地
位更加巩固，进出口9.82万亿元，增
长13.6%，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49.6%，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

  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12日在
江苏南京落下帷幕，并产生拟中选结
果：采购纳入60种药品，327个拟中选
产品平均降价48%，按约定采购量测
算，预计每年可节省费用185亿元。这
是2022年首次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涉
及药品类别多、优化药品带量比例、采
用“一省双供”等成为此次集采看点。
　　此次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涉及31个
治疗类别，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抗感
染、消化道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
药，以及肺癌、肝癌、肾癌、肠癌等重大
疾病用药，群众受益面广。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集采纳入了
更多新药，极大地提高用药的可及
性。”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
授路云说，如肝癌可选的治疗药物品
种较少，其中很多是新药，价格较高，
但刚过专利期的仑伐替尼被纳入集
采，能让更多患者受益。
　　作为肝癌一线靶向药，仑伐替尼
胶囊每粒从108元下降到平均18元，一

个治疗周期可节约费用8100元。
　　此外，在降血压领域首次纳入缓
控释剂型，硝苯地平控释片降价58%、
美托洛尔缓释片降价53%，高血压患者
用药负担明显减轻；抗病毒药物奥司
他韦每片从平均4.5元降至1元。
　　路云说，此次纳入集采的药品中
还有抗排异用药吗替麦考酚酯，重点
监控用药依达拉奉等，纳入集采范围
的药品越来越广泛，体现“应采尽采”。
　　在此前的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
抗生素不分级别，统一比普通品种减
少约定采购量的10%。
　　“在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
有4种抗生素的约定采购量在其他抗
生素的基础上再降10%，即比普通品种
减少20%。”路云说，特殊级抗生素药品
进一步降低带量比例，将对基层医疗
机构合理用药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
　　截至目前，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覆
盖294种药品，按集采前价格测算，涉及
金额约占公立医疗机构化学药、生物药

年采购额的35%。
  为更好保障集采药品稳定供应，此
次国家药品集采首次引入“一省双供、
双重保障”的方式。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院
长常峰解释说，根据药品中选结果，当
中选企业出现中选品种不能及时足量
供应或取消中选资格等情况，致使协议
无法继续履行时，由所在省份备选企业
供应相应的中选品种。这将对药品及
时、稳定、顺畅的供应提供双重保障。
　　“这一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备选企业需在
备供地区以其中选价格供应，有机会
获得更多该省的市场需求。”常峰说，
对地方医保部门而言，“一省双供”为
满足市场供应需求提供了更为保险和
直接的手段，进一步降低了各省选择
替补企业的行政成本。
  据介绍，此次拟中选结果公示后
将发布正式中选结果，预计将于2022
年11月实施。 （据新华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坚决克服防控松懈和“层层加码”两种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