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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种新药进国家医保 小药片连着大民生

  近日，关于偷拍摄像头的新闻不断。媒体
发布调查报道称，酒店偷拍已形成从生产到交
易的产业链，各个环节乱象频发，付费就能观
看万条酒店偷拍视频，甚至出现了“酒店偷拍
摄像头借合规App直播”“酒店针孔摄像头安
装工佣金上万元”等情形。
  今年9月份，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及其团
队在石家庄华强广场民宿内发现多个偷拍摄像
头，该博主报警后，在楼道被多人围堵，视频
再次引发公众对偷拍行为的恐惧。
  在个人隐私备受关注的当下，偷拍黑色产
业链无孔不入，如毒瘤般肆意生长，其分工之
精细，令人咋舌。前端有不法分子乔装成维修
人员、保洁人员，趁客房清扫、设备检修之

机，将微型摄像头巧妙藏匿于烟雾报警器、插
座等日常物件内，还有的与酒店人员勾结，获
取“绝佳”偷拍位置；中间是设备制造商，批
量生产伪装性极强、高清且可远程操控、实时
传输画面的偷拍器材；末端则是网络平台，在
暗网、非法论坛上，那些偷录的隐私视频被明
码标价，或按“套餐”售卖，成为牟利“资
源”。
  要斩断这一黑色链条，酒店、民宿等场所
的营业者要扛起主体责任，完善管理机制，严
格员工录用与监管，杜绝“内鬼”，加强客房
自查巡检，筑牢隐私“防火墙”。游客要提高
防偷拍意识，可以通过查看可疑位置、使用手
机检测等手段自查，发现偷拍摄像头后及时保
留证据，坚决保护个人隐私。
  当然，执法利剑需常悬。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应协同作战，强化日常监督，对酒店、
民宿展开不定期排查，借助专业设备检测偷拍
装置。另一方面要深挖源头，严格管控摄像头
售卖网点，严打网络传播，掐灭隐私贩卖渠
道，让违法者无处遁形、无利可图。唯有加重
惩处力度，对偷拍零容忍，保持高压态势，形
成有力震慑，才能彻底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
将旅行住宿安全感还给大众。

□本报评论员 宋玉璐

刹住偷拍歪风 让游客住得放心

  近期，球馆、酒店、民宿等场所均发生
偷拍事件。游客在酒店的隐私举动，成为
不法分子手中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样的
场景冲击着不少人。专家认为，目前，偷拍
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而市场利润空间巨
大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据央广网）

　　从每片2.43元降至2.11元——— 在今年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谈判中，难治性癫痫“救命药”氯巴占片在半小
时之内就实现了药企与医保部门的“双向奔赴”，为
需要长期服药的罕见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将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录新增91种药
品，其中有卡度尼利单抗注射液等26种肿瘤用药、利
鲁唑口服混悬液等13种罕见病用药以及15种慢性病用
药，药品总数增至3159种。
　　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
第七次调整。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因素，预计
2025年，新版目录实施将为患者减负超500亿元。
　　每一种新药进入医保，都意味着患者家庭少一分
负担、多一分希望。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有哪些新
看点？
　　——— 用药保障再升级，结构更“优”了。
　　每天服药，是许多高胆固醇血症患者长期以来承
受的压力。今年医保药品目录新增的药品，提供更多用
药便利：我国一款治疗血脂异常的创新药托莱西单抗
注射液纳入医保，患者可以灵活选择2至6周注射一次。
　　每天扎一针，是许多糖尿病患者面临的烦恼。今
年医保药品目录新增的药品中，一款治疗成人2型糖
尿病的创新药，一周仅需注射一次。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不仅关注罕见病等少数群

体，也在不断解决常见慢性病患者的用药之忧。
　　聚焦群众所需，医保药品目录有“加法”，也做“减
法”。此次调整调出了43种临床已替代或临床价值不
高、长期未生产供应的药品，让医保药品目录更合理。
　　专家强调，医保药品目录重在科学调整，不是简
单的“价低者得”。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心宇表示，本次调
整后，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
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在不显著增加基金支出的前提
下，将更多填补目录保障短板或者提升疗效的品种纳
入目录，实现“提质不提价”。
　　——— 创新药比例再提升，“救急药”更新了。
　　宫颈癌，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如何更好
呵护“她”健康？
　　一款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的药品，6月
下旬拿到国家药监局批件，又幸运地进入了新版医保
药品目录。速度之快，让企业方谈判代表深感意外：
“希望更多新药能够更快服务患者。”
　　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创新药的谈判成功率
超过了90%，较总体成功率高16个百分点。新增的91种
药品中，90种为5年内新上市品种。其中，38种是“全球
新”的创新药，无论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创历年新高。
　　经过七轮调整，累计已有149种创新药纳入医保药
品目录。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国栋表示，新药

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速度不断加快，让参保群众
能够及时享受医保改革及医药创新带来的红利。
　　更多创新药进医保的背后，是我国医药创新的蓬
勃发展。2018年至2023年我国1类创新药获批上市数量
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2023年获批数量达35种，是
2018年的4倍以上。
　　——— 推动目录高效落地，确保患者能“真用上”。
　　新药进了医保，还要能走进千家万户。
　　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对药品的配
备使用、新药推介、管理监督等提出具体要求，以确
保目录真正落地见效，更好满足患者合理需求。
　　此外，通过“双通道”管理机制，一些原来主要
在大型医院供应的医保谈判药品，目前可以在全国十
余万家医保定点药店销售并纳入医保报销。
　　此次谈判协议中，国家医保局还要求企业在目录
落地前，全部落实药品追溯码，实现全程“可追
溯”，进一步强化配备和供应情况监测，确保药品可
及性得到提升。
　　截至2024年10月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累计受益
8.3亿人次，累计为患者减负超8800亿元，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实实在在惠及患者。
　　小药片连着大民生。更科学、更有温度的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将为亿万百姓带来更多健康“获得
感”。               据新华社

今年前10个月

全国铁路主要指标持续向好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记者28日从国家铁路局
获悉，今年前10个月，全国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货物
运量持续增长，主要指标持续向好。
　　在客运方面，10月份，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3.73
亿人次，同比增长6%；全国铁路旅客周转量1303.52亿
人公里，同比增长2.8%。今年前10个月，全国铁路旅
客发送量37.11亿人次，同比增长13%；全国铁路旅客
周转量13859.26亿人公里，同比增长8.2%。旅客出行需
求得到有效保障，出行便利度、舒适度不断提升，经
济带动作用持续发力。
　　在货运方面，10月份，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4.55
亿吨，同比增长4.3%；全国铁路货运周转量3194.46亿
吨公里，同比增长0.2%。今年前10个月，全国铁路货
运发送量42.61亿吨，同比增长2.1%。其中，10月24日
至30日，国家铁路货运装车连续7天超19万车，创历
史最好水平。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升，扩
内需、促生产政策组合效应持续显现。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今年前10个月，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6351亿元，同比增长10.9%，投
产铁路新线2274公里，充分发挥了铁路投资对全社会
投资的有效带动作用。
　　“铁路行业认真统筹客货运输安全，铁路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路网规模质量稳步提升，有力保障了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国家
铁路局综合司副司长郝宽胜表示，下一阶段铁路行业
将持续加力推进运输能力提升和铁路安全发展，努力
降低铁路物流成本，促进国民经济增量政策落地落
实，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经济向好态势。

　　新华社沈阳11月28日电 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28日在沈阳举行。43位
志愿军烈士遗骸及495件遗物由我空军专机从韩国
接回至辽宁沈阳，回到祖国怀抱。
　　12时07分，一架空军运-20专机缓缓降落在沈
阳桃仙国际机场。空军两架歼-20战斗机在专机进
入中国领空后为专机伴飞护航，并在沈阳桃仙国际
机场上空通场飞行，向志愿军烈士致以崇高敬意。
专机降落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
礼仪迎接志愿军烈士回家。
　　12时50分，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迎回仪式在机场举行，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
记、部长裴金佳主持。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联络
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和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市委、市政

府，驻沈解放军、武警部队等负责同志，抗美援朝
烈士家属代表、航天英雄代表、奥运冠军代表、文
艺工作者代表，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干部代
表、部队官兵代表、港澳台师生代表、青少年学生
代表等近1000人参加。仪式现场气氛庄重，殓放烈
士遗骸的棺椁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三鞠躬。
　　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在48辆警用
摩托组成的骑警车队护卫下，由6辆军用运输车送
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沈阳各界群众沿途列队
迎接英雄回家，并在各交通要点、营运车辆和主要
建筑打出向英雄致敬的标语。
　　根据安排，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安葬仪式将于11月29日10时在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志愿军烈士纪念广场举行。

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2024数字经济百强市发布

潍坊上榜
  本报综合消息 11月27日，赛迪顾问发布《2024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并发布2024数字
经济百强市。其中，上海、重庆、北京位列数字经济
发展活力水平前三位。
  山东共有11座城市上榜，分别是青岛市（第13
位）、济南市（第19位）、烟台市（第41位）、潍坊市（第47
位）、临沂市（第53位）、济宁市（第61位）、淄博市（第73
位）、德州市（第76位）、威海市（第77位）、泰安市（第81
位）、滨州市（第94位）。
  赛迪顾问全面考量了2024年中国337个城市的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以及数据价
值化情况，并科学制定评价体系。数字经济发展活力
包含产业活力、创新活力、人才活力三方面。2024数字
经济百强市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平均分达到40.6，较上年
提升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