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新华社电 中国稀土集团有

限公司于23日在江西赣州成立。
据了解，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

公司由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赣州稀
土集团有限公司等为实现稀土资
源优势互补 、 稀土产业发展协
同， 引入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两家稀土科技研发型企业组建而
成， 是一家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
原则组建的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组建后的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是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
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 在新发展格局下，
稀土企业集团化经营、 集约化发
展， 有利于加大科研投入， 集成
创新资源， 提升稀土新工艺、 新
技术、 新材料的研发应用能力，
进一步畅通稀土产业链上下游以
及不同领域之间的沟通衔接， 更
好地保障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据了解，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
公司成立后， 将聚焦稀土的科技
研发、 勘探开发、 分离冶炼、 精
深加工、 下游应用、 成套装备、
产业孵化、 技术咨询服务、 进出
口及贸易业务， 致力打造一流的
稀土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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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民生账”中的“增”与“减”
三批集采次次瞄准 “用药痛

点”， 400余个拟中选产品平均降
价约50%； 医保谈判再纳新药好
药 ， 首次为高值罕见病救命药
“亮绿灯”； 集采高值医用耗材再
度 “发力”， 人工关节平均降价
82%；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全
面启动 ， 异地就医服务再升级
……

2021年 ， 医药领域交出的
“民生账本” 可圈可点， 这背后
“增” 的是民生福利， “减” 的
是百姓负担。

“一粒药”里的“民生账本”
“集采后， 买药的花费明显

变少了。” 来自江苏泰州的患者
周雨 （化名 ） 身患胆囊恶性肿
瘤， 手术后需使用吉西他滨、 奥
沙利铂进行化疗。

在集采前 ， 周雨一个疗程
（21天 ） 的用药花费约2640元 ，
集采后， 使用同一厂家药品， 一
个疗程仅花费约480元， 化疗费
用降低约82%， 患者经济负担明
显减轻。

自10月31日起， 第五批国家
集采结果在江苏全面落地执行。
执行仅1个多月的时间， 江苏已

经完成该批集采合同采购总量
的 18.9% ， 合同采购总金额的
15.4%。

随着药品集采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后， 国家医保局在2021年先
后开展了三批国家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 其中， 前两批国家药品集
采拟中选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落地。

药品集采 “国家队 ” 还在
2021年首次涉足生物制药领域 ，
对糖尿病临床常用的二代和三代
胰岛素进行集采， 首年采购需求
量达2.1亿支 ， 并将于2022年上
半年落地。

同样是为老百姓减轻用药负
担， 2021年岁末的医保目录谈判
备受关注。 此轮谈判共有74种新
药进医保， 涉及癌症、 高血压、
新冠肺炎等多个领域， 并首次纳
入高值罕见病用药， 这为患者用
药带来了更多选择。

纳入更多好药、 新药只是第
一步。 为方便更多患者尽快用上
这些药品， 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
卫健委共同推进药品 “双通道”
的建立， 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
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 打通患者
用药 “最后一公里”。

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再
“发力”

首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
的冠脉支架在今年1月1日落地，
均价700元的冠脉支架惠及大量
患者。

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
合采购办公室最新数据， 2021年
1至11月， 医疗机构共使用中选
产品冠脉支架131.14万个， 相较
集采前去年同期使用数量增长
33.46%。

“2021年1至11月 ，中选冠脉
支架采购金额8.11亿元。”国家组
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
集中采购组组长高雪说， 相比较
集采前的价格， 中选支架自落地
后已节省支架费用142.88亿元。

2021年9月 ， 第二批国家高
值医用耗材集采将 “发令枪” 瞄
准人工关节， 对人工髋关节和人
工膝关节进行集采。

中选的人工关节预计从2022
年3至4月份开始陆续投入使用。
集采后， 拟中选的人工髋关节
平 均 价 格 从 3.5 万 元 下 降 至
7000元左右， 人工膝关节平均价
格从3.2万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

“对集采降价可能带来的手
术量激增， 我们将做好准备， 让
患者真正享受到改革红利。” 天
津市天津医院院长马信龙表示，
这次集采中标的产品与医生之前
的使用偏好一致性较强， 而且将
伴随服务的价格也纳入竞价， 保
证医疗行为能够顺利实施。

业内人士表示 ， 从均价700
元的冠脉支架到进入 “千元时
代” 的人工关节， 体现了国家深
化高值医用耗材治理的决心。 随
着制度框架和规则更加成熟， 高
值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进入常态
化， 这也能够进一步推动解决高
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的问题。

就医便民举措 “落点多”
“现在医保政策好了， 我在

异地看病方便多了 。” 12月初 ，
来自海南三亚的肾病患者胡海
云， 在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人民
医院特殊门诊看病取药花费约
600元。 随后， 她通过国家异地
就医结算平台， 按海南省医保政
策办理好直接结算 ， 共报销了
508.82元。

受益于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的便利， 更多像胡海云一样的

患者不需要再邮寄报销单、 委托
亲属， 以往花费一两个月才能办
好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只需
“动动手指”， 就可以在线上完成
办理。

据介绍，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服务已经覆盖全国97.6%的
统筹区和12万家定点医疗机构，
门诊累计结算突破1000万人次。

提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服务、 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医保
信息平台建设、 开通医保电子凭
证、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2021
年多项就医便民举措同时推进，
进一步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 让看病就医服务更加便捷。

“医保电子凭证全渠道激活
授权用户数已超过9.7亿 ， 接入
定点医疗机构超过34万家、 定点
零售药店超过37万家。” 国家医
保局副局长李滔介绍， 随着电子
信息技术的发展， 国家医保局为
每一位参保群众提供了电子身份
标识———医保电子凭证。

参保人员可以通过医保电子
凭证在全国、 全渠道办理医保业
务， 有效提高医保业务的办理效
率， 这将进一步打通医保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据新华社

随着世界最大的社保网在我
国建成， 如何享受便捷的社保服
务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一个话
题。

近三年来，人社部门走基层、
查堵点、简程序，大力加强信息化
建设和服务便利化， 一批过去要
“跑断腿”“磨破嘴”的事情得以便
捷办、快速办，一张全球最大社会
保障网正不断织密兜牢。

43项业务实现全国“一
网通办”

将3个不同工作地的社保转
入新就业地，总共需要转几次？这
个曾经让石先生头疼的问题，有
了不同答案。

石先生曾经在江苏靖江市、
江阴市和无锡市参加过社保，今
年在上海找到新工作后， 他想将
社保全部转移。按照原有规定，石
先生需要跑回三地分别开具参保
缴费凭证，不仅手续繁杂，精力和
时间的花费也难以想象。

2021年， 国家开通了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网上申请服
务， 江苏省上线了人社一体化信
息平台。 对于石先生这样的跨省
业务， 只需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在线提交一次申请，
一次不用跑就可成功办理。

2020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跨省通
办”的指导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
痛点、 难点， 明确了140项需在
2022年年底前实现的“跨省通办”
服务。其中，由人社部牵头落实33
项。

“目前这33项已开通19项，包
括失业登记、 社保个人权益记录
查询、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领取养
老金待遇资格认证、 电子社保卡
申领、就业创业证查验等。”人社
部信息中心主任翟燕立说。

据翟燕立介绍， 为进一步方

便企业和个人， 目前人社部共推
出了43项全国“一网通办”业务，
通过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国
家 社 保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掌 上
12333App和小程序、电子社保卡
App和小程序等提供服务。

65%的人社领域证明材
料被取消

“本来挺担心，结果当场就办
好并拿到丧葬费和抚恤金。”回忆
起今年7月的办事经历，四川雅安
市的张女士颇为感慨。

由于张女士和父亲不在同一
户口本上， 也没有证明父女关系
的材料， 她一度担心无法申领父
亲的养老保险死亡待遇。 人社部
门推出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让她得以顺利办理。

同样深有感触的还有河北的
陈先生 。“我考过两次一级建造
师。第一次报名要现场交学历、社
保、职务聘书、工作单位等六七项
证明，排了近两个小时队才报上。
第二次直接上网填一个基本信
息，几分钟就搞定了。”

高效的办理， 来源于曾经的
“堵点”。

企业从开业到注销， 百姓从
出生到去世、从考试到住院报销，
人社服务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 但过去办理业务时往往需要
提交各种证明，导致群众“多个机
构跑”，事情很难办。

从2019年起，人社部门用“承
诺 ”替代 “证明 ”，推动证明材料
“能减尽减”， 分3批次取消了125
件次证明材料， 取消证明材料数
量比例达65%。据人社部统计，仅
人事考试领域就有2000多万人受
益，减少证明材料6000多万份。

“现在通过公安部人口信息
库、 教育部学信网等数据平台核
验报考人员的信息， 审核更加精
准高效 ， 极大地压缩了造假空

间。”江苏省人事考试中心主任朱
波说， 这也倒逼我们政府服务部
门运用信息一体化、 数据共享来
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社保卡加载95项人社
服务功能

在为材料、手续做“减法”的
同时， 近两年我国不断为社保卡
功能做“加法”，以其为载体建立
居民服务 “一卡通 ”,让广大持卡
人享受更多生活便利。

今年7月，从浙江杭州来到上
海出差的刘女士因身体不适，前
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
直接使用浙江的社保卡就能进行
结算，可少支付31元的挂号费。

小小社保卡，连接大民生。从
异地就医到就业创业证查询，从
社保转移网上申请到养老金测
算， 从待遇资格认证到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社保卡经历了多次
“升级”“改造”， 已经涵盖了95项
人社领域的服务功能。

在江苏常州， 新一代社保卡
不仅可以实现省内交通出行 “同
城待遇 ”，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
300多个城市的地铁、公交上也都
可以刷卡使用。

人社部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11月末， 我国社保卡持卡人 数
13.51亿，覆盖95.7%的人口。社保
卡正在逐步成为群众享受政府公
共服务的身份凭证和支付结算工
具。截至目前，电子社保卡申领达
5亿人，今年以来为群众提供服务
92.7亿人次。

据翟燕立介绍， 下一步除了
持续推动社保卡在就业创业、社
会保险、人才人事、劳动关系等领
域全面应用外， 还将鼓励各地积
极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
验等方面， 推进65项其他民生保
障领域“一卡通”。

据新华社

从“跑断腿”“磨破嘴”到便捷办、快速办，
社保服务的这些新变化你知道吗？

———说说2021年就医吃药那些事儿

广州建“地下工厂” 破解水治理难题
近年来， 广州聚焦城市水环

境治理难点和民生关切 “痛点”，
以生态化地埋式净水厂为突破，
自2009年广州水投净水公司建成
第一座地埋式净水厂以来， 广州
中心城区目前共建设和升级了9
座生态化地埋式净水厂， 总日处
理能力达181万吨。

生态化地埋式净水厂将污水
处理设施转移到平均17米深的地
下空间， 全封闭运行， 将臭气、

噪声等邻避影响降至最低， 同时
通过先进工艺提升出水水质， 环
境指标优于国家标准。

地下建厂、 地上建园， 污水
处理厂变身市民后花园、 城市风
景线， 走出一条城市环保、 城市
景观和城市更新等多功能融合的
新型水生态基础设施创新之路。
图为预约参观的市民在广州沥滘
净水厂一处出水口参观。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