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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彭韵佳 温竞华 林苗苗

经过为期4天的168场谈判和竞
价，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13日在
京发布，此次调整共有126个药品新增
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罕见病、
抗肿瘤、慢性病等多个治疗领域，1个
药品被调出目录，谈判或竞价成功的药
品价格平均降幅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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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内药品总数增至308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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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创新药“压哨”进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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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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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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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保谈判的背后是“生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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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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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126种新药进医保
谈判或竞价成功药品平均降价61.7%

联合国大会12日以153个国家支
持、10个国家反对、23个国家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关于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
主义停火的决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决议
通过后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中方对决议
在联大高票通过表示欢迎，决议的通过
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必须得到
全面有效落实。

自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以来，以色列军事行动已造成加沙地带
超过1.8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万余
人受伤，85%的民众流离失所。由于医
疗系统崩溃、人员密集引发传染病流
行，加沙地带正面临公共卫生灾难。

联合国难民署官员13日警告，以
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冲突将导
致更大范围的人员流离失所。

12日通过的决议对加沙地带灾难
性的人道主义局势和巴勒斯坦平民的
苦难表示严重关切，强调必须依照国际
人道主义法保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

民，要求在加沙地带立即实现人道主义
停火，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
员，并确保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

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丹尼斯·
弗朗西斯指出，世界正目睹“平民遭屠
杀、人道主义系统崩溃以及国际法和国
际人道主义法被极度不尊重”

参加此次表决的180多个国家中，
仅10个国家投反对票，其中包括美国
和以色列。

眼下，美国因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地
带展开军事行动而日益被国际社会孤
立。按照美联社说法，作为以色列的亲
密盟友与最大军火供应国，美国如今似
乎成为唯一能劝说以色列接受停火的
国家。

拜登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
一场活动时说，以色列因“无差别轰炸
加沙地带”“正失去”国际社会支持。同
时，关于本轮冲突结束后加沙地带治理
问题，美以的分歧正在凸显。

（综合新华社12月13日电）

联大高票通过加沙停火决议
拜登：以色列“正失去”国际社会支持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12月13日，古城南京在寒冬中
迎来第十个国家公祭日。

10时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祭广场上隆重
举行。国旗半降，哀乐低回，以国之
名，公祭殇难。

约8000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
代表垂首。86年前，侵华日军在南
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
万同胞惨遭杀戮，古都南京满目疮
痍，无数民众流离失所……那是南
京城历史上的至暗一刻。

95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艾义英垂泪。她已经不记得这是第
几次来到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在86
年前那场浩劫中失去了6位亲人的
老人发自肺腑地说：“历史不能忘，
记住是为了不再重演。”老人的深刻
感悟，正是国家公祭的根本用意所
在。

10时01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响
彻南京上空，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
车跟随鸣笛，警报声、鸣笛声响彻大
街小巷。这一分钟，南京的时间仿
佛凝固了。

喧嚣繁华的南京商业中心新街
口，车辆停驶，行人驻足；早高峰刚
过的地铁上，人们通过手机观看国
家公祭仪式直播；全城十几处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
人们低首默哀、缅怀逝者。

中山码头丛葬地聚集了近百名
各界群众，他们身着深色衣服，胸配
白花，手捧菊花；江面上，南京海事
局的海巡艇上悬挂着“悼念同胞，珍
视和平”的横幅。86年前，侵华日军
在中山码头一带屠杀了我同胞万余
人。

公祭，国之礼也。2014年2月
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
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

自2018年起，南京将“默哀一分

钟”明确写入条例，确保国家公祭仪
式的庄重感和仪式感，传递了一座
城、一城人对历史的敬畏，对和平的
坚守。

公祭日前夕，一朵小小的紫金
草“开遍”南京全城。在南京市夫子
庙小学、金陵中学溧水分校的课堂
里，学生们佩戴紫金草徽章，在紫金
草贴纸上写下自己的和平寄语，更
多人则在线“播撒”紫金草。

“又见面了。”日本铭心会会长
松冈环向参加公祭仪式的两位幸存
者老人问好。1988年她第一次来到

南京，惨绝人寰的真相让她震惊，此
后的三十多年里，寻找并传播南京
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成了她的生活重
心。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
来，永志不忘……”国家公祭仪式进
行到尾声，86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
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
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
的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
托着对死难者的深沉哀思和对世界
和平的坚定向往。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以国之名 公祭殇难
聚焦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记住是为了不再重演记住是为了不再重演””

綦江 推服务、送政策、优环境 助民惠企暖人心
“以前有时要跑四五个业务窗口，

现在只需在1个窗口就能全部办理，
比原来节省了很多时间。”近日，家住
綦江区的李女士在办理公司员工的退
休业务时感叹道。

近年来，綦江区人社局以服务民
生、方便群众为目标，以提升服务水
平、提高服务效率为重点，扛实保障改
善民生和服务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稳定
责任，把企业和群众满意度作为第一
标准，不断推进“放管服”改革，全力打
造优化营商环境“人社模式”。

便民惠民暖风吹
打造“15+5”人社便民服务圈

在綦江区通惠街道新街子社区有
这样一个“红色物业联盟”，该联盟以

“用工平台+培训平台”“就业扶持渠
道+创业扶持渠道”的“2+2”工作法为
切入点，紧紧围绕产业带就业、创业增
就业、公益性岗位保就业、技能培训促
就业的工作思路，近距离推动社区居
民充分就业。

做好“服务”大文章，近年来，綦江
区在老百姓离得近、看得见、用得上的
地方为服务加速，扎实开展城区步行

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15+5”人
社便民服务圈建设行动，积极下放就
近办事项，梳理街镇（基层平台）承接
人社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努力打造全
区统一的基层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
增基层服务点10个，36项基层业务
下沉镇街、22项业务下沉村社区，达
成社银合作网点21个，建成社保卡制
卡网点43个，构建起以镇街社保所为
原点，银行网点为支点的基层社保服
务网。

目前，群众可就近办理参保登记、
信息变更、社保卡服务等社保业务，实
现“查询社保信息不出门、咨询社保难
题不出镇、办理社保业务不出村”，方
便群众就近办，切实大力推广一网通
办，方便市场主体线上办。

助企纾困强发展
持续营造良好的惠企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
展的需要，持续营造良好的惠企环境，
满足企业发展所需正是綦江区人力社
保局目前正积极推进的工作之一。

今年以来，綦江区人力社保局精
心策划，围绕辖区企业实际需求，结合

区域实际，制定綦江区开展“助企纾
困·人社在行动”政策宣讲调研活动方
案。

据悉，该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
各副职领导为副组长，19个牵头科长
分组而成的7个组，由局领导带队分赴
21个街镇进行宣讲和走访，确保该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精心组织，通过
各种网络平台全力宣传助企纾困活
动。

“我们还结合全区‘千人进千企’
活动全力开展走访，将人社政策服务
包汇编成册，通过全区千余名助企干
部带政策进入结对帮扶的企业，点对

点开展政策宣传解读，就企业密切关
心的政策进行详细解读。”綦江区人力
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该局借助活动已发放人社
政策服务包5000多份。惠及市场主
体达3000余家。下一步，将进一步扩
大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和覆盖面，进
一步提升街道助企干部的政策水平和
服务企业能力。

打破部门壁垒
整合人社领域打造“法治人社”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近年来，綦江区以机构改革为契

机，破立并举，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大
科室合署办公”，37个科室合署为19
个，并按职能确定四大板块业务牵头
科室，形成科室领导、人员安排、办公
场地“三统一”，实行一套体系推动，
19个科室落实管理体系，全面推进

“业务工作分级分工负责，内部管理集
中统一规范”的机制体制，不断激发内
生动力，催生人力社保加速度，推动各
项工作高质量快速发展。

打造“法治人社”，綦江区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归口管理、属地处置的
原则”，建立起协调联动机制，区公安、
信访、建设、交通、水利等部门信息互
通。如出现农民工工资拖欠，按照职
责分工，第一时间介入处理。

同时，成立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
员会，将超龄人员的工伤保险待遇、
超龄人员的劳务报酬、自然人与自然
人之间劳务报酬纠纷等原不属于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的范围纳入了调解
范围，解决了劳动者在人社部门维权
的空白。

2021年以来，綦江区人社局大力
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落实2名专职人
民调解员开展工作，同时在全区律师
和法律服务所选聘11名公益性调解
员每日在人民调解室开展咨询、调解
工作，截至目前，该局共成功调解案件
1473件，涉及金额2000余万元，接受
咨询解释1万余人次。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依法
履职，持续优化人社窗口服务质量，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
人社服务。”綦江区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贺娜 姚兰
图片由綦江区人力社保局提供

江多彩綦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聚焦綦江区优化营商环境系列⑩

市民在綦江区人力社保大厅办理退休事宜

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张领 摄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从梳理档案、搜寻物证，到“找
回”更多遇难者姓名；从为每一位幸
存者留存影像，到记录加害方的口
述证言……近年来，越来越多有识
之士加入南京大屠杀史料发掘队
伍，维护不可撼动的历史真相。

南京大屠杀中的872次屠杀暴
行、西方人士记录和报告的599件日
军暴行、77名中国遇难军警名单……

这是83岁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孙宅巍的最新研究成果，收录在即将出
版的新书《“数”说南京大屠杀》中。

“遇难者300000”——国家公祭
仪式现场西南侧的“灾难之墙”上，
用多国文字镌刻的数据昭告世人，
这场浩劫不仅是中华民族之耻，更
是人类文明之殇。然而，人数问题
至今仍是绕不开的争论点。

“虽然质疑数字是历史虚无主
义的表现，但对这一数字进行实证
研究，仍是势在必行的重要工作。”
孙宅巍说，计数无外乎两个方法，一
是将各地被日军杀害的人数相加，
二是数尸体。

1983年起，孙宅巍开始在卷帙
浩繁的史料中统计埋尸记录。

孙宅巍统计发现：8家慈善团体

共收埋19.8万余具尸体，8个市民群
体共收埋4.2万余具尸体，6个伪政
权机构共收埋1.6万余具尸体，扣除
明显重复交叉，总数已达24.6万余
具。此外，他还找到165件市民自行
收埋死难者尸体的记录与35件日军
动用部队和强令市民收埋、毁灭、处
理尸体的记录。考虑到还有被毁弃
的尸体、未被统计的尸体，足以印证

“30万”这一数字是有充分根据的。
“无论是查找埋尸记录，还是细

究屠杀次数，我坚持做实证研究，就
是为了给历史一个客观、科学的交
代。”孙宅巍说。

寻找更多尚未揭露的真相，细致
探求历史细节。有人爬梳史料、澄清
历史，有人搜寻文物、为史存证。

几乎每年12月，美籍华人鲁照
宁都会从美国飞回家乡南京，随行
行李中衣物不多，却塞满了他一年
来搜集、竞拍、整理的与南京相关的
抗战“记忆”。

1980年随父母移民美国时，16

岁的鲁照宁不知道“南京大屠杀”。
十几年后，火遍美国的《南京大屠
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一书，让他
重新审视家乡南京。2002年第一次
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改变了他的生活重心。“除
了工作，我每天花4个小时左右浏览
网页，搜寻史料。”他说。

少则一年一趟，多则一年三趟，
鲁照宁不断往返中美之间。近20年
来，他征集并捐赠给纪念馆的史料
已达2400余件（套）。

“他搜集的不少东西都是罕见
的一手史料，为这段浩劫的存在给
出了不可辩驳的第三方铁证。”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文
物部主任艾德林说。

对于鲁照宁而言，这段历史是不
容忘却的国耻，而在日本友人松冈环
看来，这段历史是必须直面的真相。

日本市民组织“延续南京记忆
会”12月9日在大阪举行集会。“延
续南京记忆会”创始人松冈环在致

辞中呼吁勿忘南京大屠杀历史。
出生于1947年的松冈环，在担

任小学老师时发现日本教科书上绝
口不提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各
国的加害历史。

1988年，松冈环第一次到南京，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噙着泪拉着
她的手说的那句“请你一定要把真相
告诉日本的年轻人”，让她至今难忘。
从此，调查采访受害者和加害者，向包
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讲述南京大屠
杀历史，占据了松冈环的生活。

“我不想说”“你回去吧”……刚
开始调查时，“南京健忘症”出现在
许多侵华日军士兵身上。这没有阻
挡松冈环调查下去的决心，最终留
下250名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资料。

几十年间，她往返日本和南京之
间百余次，面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攻击
和威胁，松冈环说：“正义和良心驱使
我这样做。让更多不了解历史的民
众获得真相，我绝不会停下脚步。”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为真相搜证，为历史存证
——三个“搜证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