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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守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让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更有意义。

国家医保局 6 月 24 日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的
通知》，强调从严从实抓好医保基金监
管，促进定点医疗机构提升管理服务水
平，让参保群众健康更有“医”靠。

“提高门槛”，把好定点医疗机构“入
口关”——

把好“第一道关”，通知细化定点医
疗机构申报条件。申请成为医保定点的
医疗机构，要按规定使用药品耗材追溯
码；开展检查检验服务的，严禁医务、医
技人员“挂证”行医等。

新纳入定点医疗机构还有“试用期”。
“试用期”为期6个月，对定点医疗机构落
实相关政策要求做针对性指导，如出现违

反相关规定的，医保部门应及时辅导、纠
正；若出现违规问题，情节较轻的，延长6
个月，延长期内整改不到位的不予续签医
保协议；情节严重的，解除医保协议。

“这既有利于规范医疗医药服务行
为，强化定点医疗机构合规意识和风险
管理，也有利于把好‘入口关’，确保新纳
入医疗机构能够符合医保管理的要求。”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心宇说。

“规范”先行，加强定点医疗机构日
常管理——

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开展智能监
管改革试点，医保基金智能监管“登台亮
相”。智能审核将覆盖定点医疗机构上
传的费用，加强事前提醒。

“规范”，除了“管行为”还要“管人”。
从医保支付这一关键环节入手，定

点医疗机构相关人员要采取“驾照式”记
分，对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达到一定分

值的，按规定采取暂停、终止医保支付资
格等措施。

用好医保基金，让更多医疗服务可
感可及。通知明确，严禁以病组或病种
费用限额、医保政策规定等为由，要求患
者院外购买或自备药品、医用耗材，以及
强制患者出院或减少必要的医疗服务。

同时，要做好重点人群住院管理。对
困难群众就医实行单独定点，保障困难群
众权益；对长期住院、高频住院、费用畸高
或一定时间内反复入院治疗的参保人进
行重点监测，确有疾病诊疗需求的，可综
合施策为其就近就医提供支持和便利。

医保定点不是“终身制”，完善定点
医疗机构退出机制——

通知对定点医疗机构退出的具体情
形进行了明确，如对医疗机构存在无资
质人员冒名行医、涉嫌虚构医药服务项
目、伪造检查检验报告、编造病历等可能

造成重大风险的，应暂停医保基金结算，
经查实确有欺诈骗保行为的，及时解除
医保协议等。

江苏徐州实行“符合一批、续签一
批”，2025年度全市18家医疗机构因不符
合医保协议要求，未予续签；黑龙江佳木
斯梳理上年度未发生医保结算费用的定
点医药机构，对主动申请退出的机构，24
小时内上门考核，3日内进行公示，5日内
清理标识，7日内完成清算……各地定点
医疗机构退出机制的建设进入“快车道”。

此外，各地医保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
现定点医疗机构涉嫌违反医疗卫生领域
有关法律法规的线索，要及时移交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形成打击欺诈骗保合力。

从“进”到“管”再到“出”，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管理正在搭建全流程“安全堤
坝”，让医保基金花在“刀刃上”，让百姓
看病更安心。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医保定点医院“新规范”

让每一分医保钱花得更有意义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唐诗凝

新增“国家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
装运输实行许可制度”；在涉“婴幼儿配
方乳粉”条款中增加“婴幼儿配方液态
乳”并纳入注册管理；加大有关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

6月24日，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法修
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六次会议首次审议。此次修法采取“小
切口”模式，重点聚焦液态食品道路散装
运输和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的监管，释放
出补齐监管短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的
重要信号。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于2009年施行，2015年进行了全面
修订，又在2018年和2021年进行了两次
修正。今年再度启动修法，旨在积极回
应近年来食品行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情
况新问题。

在当日的会议上，市场监管总局局
长罗文对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作说明时
指出，当前急需通过修法加以解决的有
两个问题：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问题
和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监管问题。

补齐监管短板更好守护重点液态食

品道路散装运输安全——
2024 年媒体曝光的“罐车运输食用

植物油乱象”，暴露出液态食品道路散装
运输环节存在监管漏洞，特别是缺乏准
入监管，导致准入门槛较低，对违法行为
处罚偏轻。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1.6万
多辆罐车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
食品安全隐患大，急需加强规范管理，补
齐监管短板。

对此，修正草案拟对重点液态食品
道路散装运输实行许可制度，规定道路
运输经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
应当具备相应条件，依照规定的程序取
得准运证明。

拟新增的多条具体规定释放出强监
管信号：明确发货方、收货方、承运的道
路运输经营者的义务；规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伪造、变造、篡改运输记录、运
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据；明确国务院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制定重点液态食品目录和重点液态食
品道路散装运输的具体管理规定……

修正草案还拟对未经许可从事重点
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违法行为设定
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对未按要求进行

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
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表示，此次修法的
亮点在于增加了对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
输实施许可，明确运输工具和容器等硬
件条件，交付装卸运输各环节衔接、过程
控制与记录等管理要求，还设定了对应
罚则，对于违法行为严惩不贷。

实施注册管理保障婴幼儿配方液态
乳品质和安全——

此次修法一大看点，就是将“婴幼儿
配方液态乳”同“婴幼儿配方乳粉”一样
纳入注册管理。

2015 年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时，国
内市场主要消费的是婴幼儿配方乳粉，
对婴幼儿配方液态乳基本没有需求，国
内也没有企业生产相关产品，因此仅对
婴幼儿配方乳粉实行注册管理。

罗文指出，近年来，国内市场对婴幼
儿配方液态乳需求不断增长，主要是购
买进口产品。与婴幼儿配方乳粉相比，
婴幼儿配方液态乳在品质控制方面风险
更高。目前部分国内企业已开始研发和
试制婴幼儿配方液态乳产品，迫切期待
明确监管要求。

据悉，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发布了婴
幼儿配方液态乳的产品标准和良好生产
规范标准，但相关配套法规尚未完善。

此次修正草案拟将“婴幼儿配方液
态乳”纳入注册管理，并规定生产企业应
当按照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
术要求组织生产，违法生产须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孙娟娟表示，此次修法拟明确婴幼
儿配方液态乳的监管定位和制度安排，
是对新产品、新业态坚持监管规范和促
进发展两手抓的重要体现。

国务院食安委专家组成员苏婧指
出，当前，我国正处于食品工业结构转型
和消费升级的关键阶段，公众对食品安
全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补齐食品安全链条监管短板，将为
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提振公众消费信心
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从百姓关切出发，不断补齐监管漏
洞，此次采取“小切口”模式修法，进一步
彰显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零容忍”的坚
定立场，释放出以法治力量护航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补监管短板！食品安全法“小切口”修改

6月24日，在广东深圳
的演习现场，消防员利用云
梯车营救“被困人员”。

当 日 ，“ 应 急 使 命·
2025”城市高层建筑火灾扑
救演习在广东省深圳市举
行。

演习模拟广东省深圳市
某园区百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发生火灾，部分人员被困等
场景，重点演练火场态势快
速感知与信息获取、疏散与
搜救被困人员、破拆排烟与
外部控火、内攻登高与供水
灭火、现代化作战支持保障
等5个科目。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安全小知识

发现他人溺水
如何施救？

在岸上通过“叫叫伸抛”法施救。
“叫”：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

多人的帮助；“叫”：拨打 110、119、
120 等报警求助；“伸”：在确保自
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棍、竹
竿等递给落水者；“抛”：将泡沫
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
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
援。

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
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托
起其身体，使其头露出水面，侧游
上岸。

据“应急管理部”微信公众号

“应急使命·2025”城市高层建筑火灾扑救演习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