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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领域的这些亮点，温暖你我
的 2020

　　2021 年元旦前夕，需
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
又等来了一个好消息。
　　12 月 28 日，国家医疗
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公布《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 (2020 年 )》。
162 种药品参加了国家医保
谈判，119 种谈判成功，药
品均价降幅过半。
　　2020 年，虽然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全球，但我国
民生领域仍然亮点不断，
老百姓获得感满满。1～ 11
月，我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 1099 万人，提前超额
完成 900万人的预期目标任
务；11 月 23 日，随着贵州
宣布最后 9个深度贫困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疫情之下，我国加强粮食、
物资生产供应，各类防疫物
资、粮食等库存充裕，市场
秩序平稳，复工复产稳步推
进……在充满挑战和不确
定的 2020 年，我国基本民
生得到有力保障，老百姓的
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改善。

药价降下去，幸福浮
上来

　　“进入 2020 年，过去
每片 228 元的药，现在只要
45元了，减掉了八成……”
家住兰州的职工穆师傅，
2019 年被确诊为非小细胞
肺癌，因此对治疗该病的
吉非替尼的价格非常敏感。
过去吃这种药每月要 6800
多元，现在受益于药品集中
采购新政，每月只要 1350
元。同时，因为自付一定比
例可以纳入乙类医保报销，
个人仅需承担 500元左右。

　　近年来，通过带量采
购、医保谈判等措施，药品、
医用耗材价格大幅下降，患
者负担显著降低，患者用
药可及性大幅提升。其中，
三批药品带量采购涉及 112
个品种，每年减少费用 539
亿元。
　　2020 年，包括医用耗
材在内的带量采购让 1.3
万元的支架降价至 700 元
左右，各界惊呼难以置信。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退休
职工松杰今年已经 77岁了，
他在 2007 年时，植入了心
脏支架，当时的价格是两
万余元，医保报销后，自
费 6000 余元。“心脏支架
降到了 700 元左右，真不敢
相信是真的。我听到这个
消息时，专门跑到医保部
门去问了，证实消息可靠，
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身
边的朋友们。”松杰说。

饭碗端牢了，“饭碗”
稳住了

　　“小米粒”关乎“大民
生”，端牢了饭碗才有底气。
疫情之下，粮食安全在社会
稳定中的地位更为凸显。
　　针对秋粮收购，12 月
3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
表示，我国秋粮收购进展顺
利，总体平稳有序。截至
11 月 30 日，主产区入统企
业累计收购秋粮 6803 万吨，
同比增加 1190 万吨。
　　“近年来，我国粮食库
存总量持续高位运行，目前
稻谷、小麦的库存量能够满
足一年以上的市场消费需
求。”秦玉云带来的这份数
据，令人安心。
　　为做好粮食收购工作，

今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一方面指导各地积极为
粮食市场化收购创造条件，
加强农企对接，强化资金保
障，深化产销合作，支持引
导多元主体入市，做活市场
流通，推动形成主体多元、
渠道多样、优粮优价的市场
化收购新格局。另一方面，
严格落实最低收购价政策，
合理布设收购网点，精准启
动预案，严格执行质价标
准，发挥好政策性收购的托
底作用，坚决守住农民“种
粮卖得出”的底线。
　　饭碗端牢了，“饭碗”
也稳住了。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付凌晖 12 月 15
日表示，1～ 11 月份，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 1099 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22.1%。专家指出，在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国际经贸环
境趋紧、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等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情
况下，就业形势能够保持
总体稳定，成绩来之不易。
这得益于于经济恢复的基
础效应、稳就业政策的对
冲效应等，也得益于共享
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的出现、
网络招聘的发力等。

攻坚克难，贫困县全
部脱贫摘帽

　　11 月 23 日，对于贵州
省紫云县板当镇洛麦村村
民崔永付来说，意义非凡。
当天，贵州省宣布紫云县等
最后 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
困县序列，标志着国务院扶
贫办确定的全国 832个贫困
县全部脱贫摘帽。
　　崔永付的蜂场去年仅有
100 个蜂箱，今年扩产到了
300 个。“有了消费扶贫，

销路稳了，销量上来了，明
年我还打算再扩大产量。”
面对脱贫后的新生活，崔永
付更有奔头了。
　　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各地努力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以更大决心、
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奋
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
利。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
将消费扶贫作为应对疫情、
巩固脱贫成果的有力举措。
例如，贵州紫云县板当镇洛
麦村，通过网络直播销售扶
贫产品的方式，为当地香
菇、蜂蜜等特色农产品打开
了更多销售渠道，提高了品
牌知名度，实现产销对接，
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
脱贫的根本之策，也是增强
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贫
困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
计。“产业扶贫已经成为
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
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
措。”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
焕鑫这样表示。
　　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特
色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832 个贫困县全部编制产业
扶贫规划，累计建成种植、
养殖、加工等各类产业基地
超过 30 万个，旅游扶贫、
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新模
式新业态加快推进，每个贫
困县都形成了两三个特色
鲜明、带贫面广的扶贫主导
产业。

防疫物资库存充裕、
价格稳定

　　在疫情初期，防疫物资
用品成为市场“抢手货”，
口罩“一罩难求”，消毒液、

医用酒精等也是供不应求。
　　在此背景下，国家多部门积极采
取措施确保防疫物资供应。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全系统特事
特办、开通绿色通道，只要符合条件
就采取成立工作专班的方式，在最短
的时间内办好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
证，企业可以马上开工生产。”2月
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甘霖说。
　　2月 9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工信部发布《关于发挥政府储备作用
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的通
知》，鼓励企业多措并举扩大重点医
疗防护物资生产供应，实施疫情防控
重点医疗物资政府兜底采购收储，支
持企业对扩大的产能适时转产等。
　　今年 4月 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表示，从
供需情况看，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
口罩、医用隔离眼罩 /面罩、测温仪、
呼吸机产能已基本能满足国内的需
求。
　　近段时间，一些地方出现了新冠
肺炎病例，但市场并未出现“抢购”
的场景。北京、大连、成都、青岛、
乌鲁木齐等地均表示，防疫物资库存
充足，价格稳定，完全能满足全市防
疫需求。
　　眼下，元旦、春节将至，市场监
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 2021 年
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
通知要求，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毫不放松防疫物资价格监管工作。
加强防疫物资市场巡查检查，坚决制
止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等行
为，维护防疫物资价格稳定，做好防
疫物资保供稳价工作……所有这些，
都为基本民生提供了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