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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又一次对13亿多参保人“药篮
子”的全面升级——126种新药进入医
保，其中肿瘤用药21种，新冠、抗感染用
药17种，糖尿病、精神病等慢性病用药
15种，罕见病用药15种等；同时调出1种
即将撤市的药品。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
黄心宇12月13日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
调整后，目录内药品总数将增至3088
种，其中西药1698种、中成药1390种，慢
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
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此次调整新增15个目录外罕见病
用药，覆盖16个罕见病病种，填补了10
个病种的用药保障空白，如用于治疗I
型戈谢病成年患者的酒石酸艾格司他、

用于治疗卡斯特曼病的司妥昔单抗等。
“单基因遗传病是由于单个基因变

异导致功能异常引发的疾病，在罕见病
中占比80%。”罕见病研究专家、北京协
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邱正庆介绍，脊髓
性肌萎缩症（SMA）、戈谢病等都属于单
基因遗传病，将这些疾病用药及时纳入
医保对患者有重要意义。

此外，可用于治疗阵发性睡眠性血
红蛋白尿症（PNH）、非典型溶血性尿毒
症综合征、难治性全身型重症肌无力3种
罕见病的依库珠单抗也成功进入医保。

“PNH是一种罕见的后天获得性溶
血性疾病。”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
长、血液病中心主任付蓉说，相较于传
统疗法的局限性，依库珠单抗成功进入

医保，能使更多患者获得有效治疗、减
轻患者负担。

“能进医保就意味着更多罕见病患
者有了用药希望。”参与此次谈判的医
保方谈判组组长之一、云南省医保局副
局长金梅说，罕见病用药的价值和成本
相对较高，在医保基金可承受范围内，
要尽全力将其纳入医保。

在抗肿瘤药物方面，新版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中新增了治疗成人套细胞淋
巴瘤的阿可替尼；用于治疗乳腺癌的琥
珀酸瑞波西利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
委书记、淋巴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朱军介
绍，新增的药物可以帮助病人更容易接
受和坚持长期治疗，进医保也有利于减
轻患者经济负担。

126种新药进医保 覆盖罕见病等多个领域——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看点扫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提
出，在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中、在党的文
化建设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标志着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
理政的突出位置，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
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境界。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性和“两个结合”的重大意
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根，全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文
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原则、目标等重大
问题，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本质特征，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要求，其
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充分彰
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规
律的精准判断和有力把握。习近平文化
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
学系统的思想体系，随着实践深入而不
断丰富发展，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
丰富，在推动实践、指导实践中发展，
是科学性、系统性、创新性、实践性、
指导性的有机统一。

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
要场合都提到文化自信，并将其提升到
原则、方法高度。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33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
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并提；随后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
式提出“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
党的十九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党的二十大、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等报告或讲话中，都反复强调了文
化自信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建立在
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创造性地拓展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谱系，深刻
阐明了文化自信的特殊重要性，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从“三个自信”
到“四个自信”，文化自信被赋予了更高
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正在从自信自觉走向自信自强。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
论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
要意义和深刻内涵进行了重点阐述，强
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
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一
个结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求索
过程而提出并坚持的，其中《反对本本
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作了“第一
个结合”哲学上的思考，党的六届六中
全会则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
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经过实践探索
包括总结失败教训得出的结论，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具体实际的
重要内容，也就是说，“第二个结合”是

“第一个结合”的延伸和拓展，是对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基本原理的推进发
展。同时，提出“第二个结合”，更是因
为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
明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
思主义文化生命。

从“两个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表了一
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两个文明”都搞
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
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
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后，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提出“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这一原创性概念。从“两
个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者
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文化建设的不
同目标、不同形态，“两个文明”相协调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
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在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的同时，力求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
调发展。

从“使命任务”到“新的文化使
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
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
和向心力。在五年前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新形势下宣传思
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概括为“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充
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规律性的
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新的文
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经过这些年的努
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
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在这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从“使命任务”到“新的文化使命”，其
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新的文化使
命”要求更高，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
任务对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更加彰显了
我们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历史担当。

（作者为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院特聘
研究员，江苏文旅融合与全域旅游研究
基地首席专家、省文化和旅游厅原一级
巡视员、研究馆员；转自《新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企
业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发挥党组
织在服务企业决策、开拓市场、革
新技术、提高效益等方面的作用，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
为企业发展优势。高质量的党建
是非公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
障。近年来，江苏瑞祥科技集团坚
持党建聚合力、强企促发展，激发
党员带头示范作用，推动党建工
作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迈上高质
量发展的“红色赛道”。

严密组织体系 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
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
是凝聚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
根本在于通过建强企业党的组织
体系，凝聚企业党员职工团队的
力量，党建引领“激活”企业组织
肌体，推动企业健康发展。针对组
织覆盖面窄、党员关系松散、党员
流动性大、经费保障难落实等深
层次短板，在镇江市润州区委的
指导下，瑞祥科技集团党委努力
提升非公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
盖面，坚持“择优吸纳”的原则，集
中力量推进党员发展工作，集团
党员人数呈现几何式增长。党员
群体的不断壮大，成功推动党的
组织体系迅速发展，党组织结构
实现了从党支部到党总支、再到
党委的快速变化，集团组织结构
得到了优化和完善，组织动员能
力得到了质的提升。集团坚持“以
党建带群建、以群建促党建”发展
思路，牢牢把握住“建”这个根本，
突出“带”这个关键，不断加快群
团组织的覆盖进程。

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党建工作
与业务经营深度融合

党建工作和企业发展不是
“两张皮”，而是“双促进”，党的领
导是企业发展前面的那个“1”，生
产经营成效是后面的多个“0”。集

团党委不断深化“围绕发展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发展理
念，注重党建工作全过程、全环节

“融入”，有力促进业务工作“赋能
提速”，以党建引领“激活”企业组
织肌体，以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点燃”企业发展活力。通过制定
修订《企业议事规则》《党委会议
制度》等规范性文件，推进党建工
作融入企业章程，成立党建办和
上市办，将党建嵌入“中枢”，与企
业决策“同频共振”。实施“一版块
一支部，一功能一小组”特色做
法，在上海、深圳、北京等业务区
域组建 10 个党支部、23 个党小
组，实施“书记项目”领航行动，将
党建融入中心，与业务发展同轴
共转。以党组织的触手延伸企业
业务拓展覆盖范围，扩大党建朋
友圈，联合 70多家企业，合作项
目超1.2亿元。

强化思想凝聚 不断提升党建
引领企业发展效能

集团党委注重打造融思想引
领、工作保障、暖心举措为一体的

“先锋服务”体系，不断汇聚人才
力量，为企业发展储备起创新激
情与活力迸发的“一池春水”。发
挥集团技术优势，通过建立“网上
网下”三方党员教育管理矩阵，自
主研发“瑞祥先锋”党工小程序，
让党员教育“有方法”。围绕企业
发展“谁来干、干什么、怎么干”，
实行“将党员培养成管理人员，将
管理人员发展成党员”的“双管双
培”工程，实施“青蓝工程”，建设

“红色人才库”，让人才培养“有抓
手”。以不同岗位先进典型党员形
象为原型，设计“先锋羊”手办人
偶，党员先锋岗新型“公示牌”。以
优秀党员职工为主角拍摄“吾是
瑞青年”视频，引导党员“亮身份、
亮承诺、亮担当”。每月开展“领头
羊”团队评比活动，激发周边职工
比学赶超的意识，让职工增能“有
标准”。打造党群综合体，开设党
建微家、“南山书香”读书角，卧龙
茶室、妈咪小屋、法律咨询室、健

身房等党群功能区，有效推动党
建注入文化阵地建设。以“强轴
心、联多方”的红色堡垒为根基，
以政企联动架构互惠共赢桥梁。
与属地政府联动，谱写共建“进行
曲”；跨区域组织共建，奏起联盟

“交响曲”；跨领域深度合作，唱响
发展“合奏曲”。

（作者系瑞祥科技集团党委
书记）

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特征
方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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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为期 4 天的 168 场谈
判和竞价，126 种新药进入医
保，涉及罕见病、抗肿瘤、慢性
病等多个治疗领域。新版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有哪些看点？将
对百姓用药产生哪些影响？“新
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现场。 新华社发

抗肿瘤药安罗替尼 2018年首次谈
判成功进入医保目录，今年再次参加续
约。和一般针对基因突变的靶向药物
相比，安罗替尼覆盖的肺癌种类和患者
人群更广。

一名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患者给
记者算了笔账：假设没有医保报销，安
罗替尼一年用药费用为 7万多元；医保
报销后，一年仅需负担约1.5万元。

“进医保后安罗替尼的价格已大幅
下降，提升了肺癌患者用药的可及性和
医生的临床用药选择。”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益说，近
年来随着更多我国自主研发抗肿瘤药

物的出现，以往一些药品种类只能选择
进口药的局面有所改变。

“经过 6轮调整，国家医保局累计
将 744个药品新增进入医保目录，其中
谈判新增446个，覆盖了目录全部31个
治疗领域。”复旦大学教授、2023年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专家组
组长陈文说，通过谈判纳入目录的药
品，大部分是近年来新上市、临床价值
高的药品，大量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被
纳入目录。

自 2018 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
一年一次的药品谈判，使医保目录通
过“吐故纳新”引导我国临床用药

“提档升级”。
PNH病友之家发起人佳佳表示，希

望新版医保目录正式施行后，罕见病医
保通道能更加顺畅，让有需求的病友们
都能真正用得起药、用得上药。

针对谈判药品“进得了医保，进不
了医院”难题，我国已经建立谈判药品
配备和支付的“双通道”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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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10月底，2022年版药品目录协议期
内谈判药品已在全国23.92万家定点医
疗机构配备。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2023年有25个创新药参加谈判，
谈成 23个，成功率高达 92%。”黄心宇
说，通过谈判，创新药的价格更加合理，
患者可负担性提高，多数出现了销量、
收入攀升的情况。

历经将近一个小时的拉锯式谈判，
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抗肿瘤药物泽布
替尼续约谈判成功。

在 2023 年国家医保谈判中，续约
谈判成了新看点。对于触发简易续约
降价机制的创新药，允许企业申请重新
谈判，其降价幅度可低于简易续约规定
的降价幅度。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让
医保续约降价变得更温和，利好药品
创新。

“这样可以让临床使用量较大的创
新药以相对较小的价格降幅继续与医

保续约。”黄心宇介绍，按照今年调整完
善后的续约规则，100个续约药品中，31
个品种需要降价，平均降幅为6.7%。

“今年的谈判规则更加科学，更能
体现出对创新药的尊重，这对企业也是
一种鼓励。”君实生物谈判代表李聪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肿瘤内科主任医师胡瑛说，近年来肿瘤
领域的靶向药物基本都纳入了医保，并
且速度越来越快，“以前新药出来后往
往要等很多年，现在上市一两年后医保
就能覆盖。”

这得益于，近年来医保药品目录建
立了“每年一调”的动态调整机制，将准
入方式由专家遴选制改为企业申报制，
申报范围主要聚焦 5 年内新上市药
品。目前，5年内新上市药品在当年新

增品种中的占比从 2019年的 32%提高
至2023年的97.6%。

其中，2023年有57个品种实现“当
年获批、当年纳入目录”，如重症肌无力
用药艾加莫德α注射液在 2023年 6月
获批，便成功通过谈判进入医保。

“作为一款罕见病创新药，艾加莫
德α注射液从上市到纳入医保仅用了
不到半年，这体现了国家对临床存在
巨大需求的创新药的支持。”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重
波说。

多次参加谈判的医保方谈判专家
龚波在接受采访时说，无论是从近年来
医保谈判的流程优化，还是谈判前与企
业的充分沟通，都能明显看出，医保谈
判对国产创新药的支持在不断加强。

126种药品进医保 涉及多个治疗领域

一批创新药“压哨”进医保

医保谈判的背后是“生命至上”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