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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韩
佳诺 潘洁）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1
至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58680.4亿元，同比下降4.3%。其中，
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降幅较9月
份大幅收窄17.1个百分点。

“10月份，随着存量政策及一揽子增量
政策协同发力、持续显效，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生产稳定增长，多数行业盈利较上月好
转，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支
撑作用较强。”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
卫宁说。

超六成行业盈利较上月好转，制造业最
为明显。10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27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速较9月份加快，或

降幅收窄、由降转增，占比超过六成。三大
门类中，制造业带动工业企业利润改善作用
明显，10月份制造业利润降幅较9月份大幅
收窄22.3个百分点，带动规上工业利润降幅
较9月份收窄17.8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两位数增长。10月
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2.9%，大
幅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2.9个百分点，拉
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1.9个百分点，支撑和
引领作用明显。从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持续推进，相关行业
利润增长较快，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
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
系统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等行业利润同比
分别增长73.3%、48.8%、40.0%、39.4%。

装备制造业利润由降转增。10月份，装
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5%，当月增速由负
转正，为规上工业利润改善提供重要支撑。

原材料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好
转。10 月份，原材料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
业利润降幅较 9 月份分别收窄 27.7 个和
20.4个百分点。原材料制造业中的钢铁行
业今年以来月度首次扭亏为盈，当月利润同
比增长80.1%。

工业企业当月营业收入和利润降幅收
窄。1至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1.9%，延续增长态势。从当月
看，10月份，受工业生产稳定增长、产销衔接
水平回升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同比下降0.2%，降幅较上月收窄0.7个百

分点。营收恢复带动企业利润改善，10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0.0%，降幅
较9月份大幅收窄17.1个百分点。

不同类型企业利润均有回升。10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商及港澳台投
资、股份制、私营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
降幅较9月份分别收窄27.7个、14.4个、14.3
个和10.9个百分点；大、中、小型企业利润降
幅分别收窄27.1个、4.6个和1.5个百分点。

“总体看，虽然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仍处
下降区间，但在存量政策加快落实以及一揽
子增量政策加力推出带动下，工业企业效益
状况有所改善。”于卫宁说，下阶段，要持续抓
好各项政策的落地落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促进工业企业利润稳定恢复。

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持续好转

■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所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
济，23 个省份已将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
属”，今年 1 至 10 月共济金额达 369 亿元。
职工医保个账家庭共济如何实现？需要注
意什么？国家医保局进行相关解读。

什么是职工医保个账家庭共济？

我国职工医保参保人设有医保个人账
户，缴纳的保费会有一定比例划入个人账
户，原来只能由职工本人使用，主要用于支
付就医购药时个人负担的费用等。

2021年，国办印发文件，将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大到其参加
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今年7月，
国办再次印发文件，进一步将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由“配偶、父母、子女”，
扩大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包括兄
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
女。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2.83亿人次，比1至9
月增长0.37亿人次；共济金额369.08亿元，
比1至9月增长64.51亿元。

目前，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
区共济。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
明年将加快推进跨省共济。

“家庭共济”可以用于支付哪些费用？

随着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省内共济，只要共济人、被共济人在
同一省份内参保，无论是否在同一个城市，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都可以用于支付被

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发生
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
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共济用途看，
今年1至10月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306.64亿元，
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个人负担
的费用14.16亿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
等的个人缴费44.54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各地处于居民医保
集中缴费期，1至10月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
保等的个人缴费的金额比 1 至 9 月增加
27.51亿元。

如何实现“家庭共济”？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家庭
共济”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济的家庭
成员仅限于父母、配偶、子女等近亲属。

二是共济的家庭成员必须参加了基本医
保。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地方专区、当地医保部门微信公众号、官方
网站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功能
模块，实现线上办理，具体途径由各统筹区
医保部门向社会公开，也可以在线下医保大
厅办理。

例如，李明的儿子李小明生病了，李小
明就医购药需要个人负担100元。李明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里还有余额，办理家庭共济
后，李小明就可以使用李明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里的钱支付这100元。

需要注意的是，医保个账“钱可以共
济，卡不能共用”。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
情况下，就医购药都必须使用患者本人的
医保卡或医保码。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职工医保个账省内共济全覆盖

“家庭共济”这些要点需注意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魏弘毅 恩浩） 黄河内
蒙古乌拉特前旗三湖河口水文站上游2公里至清水河县喇嘛
湾大桥河段27日出现流凌，流凌密度10%至30%，首凌日期较
常年平均偏晚 7 天。黄河即日起进入 2024 至 2025 年度凌汛
期。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针对黄河防凌工作，水利部组织指导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沿黄相关省区水利部门迅即启动防
凌运行机制，强化协同配合。

监测预警方面，水利部加强跟踪气温、水库蓄水、河道流量
等情况，加密会商研判，滚动发布预报信息；针对防凌调度，组
织制订《2024—2025年度黄河防凌调度方案》，科学精细调度刘
家峡、万家寨等骨干水库，强化内蒙古、宁夏灌区引水管理。

同时，水利部将指导沿黄相关省区全面摸排影响防凌安全
的浮桥和在建工程，督促地方按要求及时拆除浮桥、施工栈桥
等行凌障碍，完善在建工程凌汛期度汛方案，提升薄弱堤段防
凌能力。

凌汛是黄河特有的汛情，由于黄河部分河段从低纬度流向
高纬度地区，每年封冻、开河存在时间差，冬春时期易出现汛情。

黄河进入2024至
2025年度凌汛期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吴雨 任军） 记者27日
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7年底，基本建成与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适应的金融体系。

为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数据
局、国家外汇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明确，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为关键驱
动，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金融发展基础，完
善数字金融治理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以数字技术赋能提升金融

“五篇大文章”服务质效，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系统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建

立数字化转型“一把手”负责制和统筹协调机制，指定牵头工作
部门，加强经费保障，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步伐。建立数字化
转型成效评价体系，完善激励考核机制。

根据行动方案，我国将推动数字技术在科技金融、绿色金
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实融合等领域的应用，提升重点领
域金融服务质效。夯实数字金融发展基础，营造高效安全的支
付环境，培育高质量金融数据市场。完善数字金融治理体系，
强化数字金融风险防范，加强数据和网络安全防护，健全金融
消费者保护机制等。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与有关部门建立工作联动
机制，加强政策协同和信息共享，建立健全数字金融统计和监
测评估制度，推动行动方案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做好数字
金融大文章。

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文

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1版）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加强团
结，落实《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实现内部和解。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
国，支持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中国
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平息战火、停止杀戮，支持联
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向加沙人民提供人
道援助，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
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恒

超声、X光、血常规……刚做的检查检
验，换一家医院却不算数。看同一种病，在
不同医院，要重复检查检验，令不少患者烦
恼，也加重了负担。

改善就医体验“出实招”！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等7部门11月27日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

到2025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含城市
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实现医联体内医疗
机构间全部项目互认，各地市域内医疗机构
间互认项目超过200项。

到 2027 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构间互
认项目超过300项；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
区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目数超过200项。

到 2030 年，全国互认工作机制进一步
健全完善，检查检验同质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结果互通共享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实现

常见检查检验结果跨区域、跨医疗机构共享
互认。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小方
便”，关系着群众就医体验的大提升。

随着结果互认，患者可以最大限度避免
重复检查，不仅节约就医时间，也减少了不
必要的支出。

不同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标准不一、水
平不一，如何保障医疗质量，让结果能互认、
敢互认？医改惠民背后，有大量“看不见”的
基础支撑。

如何破解“不能认”？检查检验结果要
“联网”。

患者带来的胶片看不清楚，但打开电脑
上的互认平台，之前检查的细节都能看到
了——这是一位医生使用当地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平台后的感受。

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结果，在同一个电
子平台上打得开、看得到，首先得统一数据
标准。目前，各地积极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平

台建设，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共享三
年攻坚行动自2023年10月以来持续开展，
力争实现各机构之间信息化建设“车同轨”。

此次印发的文件专门提出，各地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区域信息平台建设，通过
建立检查检验结果数据库、“数字影像”或

“影像云”等方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
下，实现区域内跨机构共享调阅。

如何破解“不敢认”？检查检验结果要
“达标”。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便利患者是目的，
把病看准是前提。有患者和医务人员担心，
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结果“不准”，
上级医院又将其作为诊疗依据，最后“受伤”
的还是患者。

本次印发的文件明确提出，强化检查检
验质量控制。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提
升辖区内检查检验同质化水平，落实城市医
疗资源下沉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机制，提升
基层医疗机构检查检验能力水平。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而言，通过推进结果
互认，也在倒逼自身水平提升。只有基层强
起来，分级诊疗体系才能加快落地，才能实
现大医院不再人满为患、看病检查不再排长
队的期盼。

医学专家提醒，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并不
是简单的“一刀切”。

有医务人员说，在诊疗过程中，有的患
者因外伤、急性病等，病情变化快，即使前期
做过检查，为确保医疗安全，也仍然需要重
新检查。

为此，文件要求，坚持以保障质量安全
为底线，以接诊医师判断为标准，积极有序
推进互认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说，
应尊重疾病诊疗的客观规律，尤其尊重医生
的临床决策权。同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要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在检查检验结果不
能互认时，对患者做好解释和说明。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我国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出实招”
11月27日，湖北队选手表演竹马球。
当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

（室外）第二轮次第十组比赛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11月27日，参赛队伍参加“华蓥山滑竿抬幺妹”展演。
当日，四川省华蓥市举行国家级非遗“华蓥山滑竿抬幺妹”

展演及比赛活动，该市各乡镇、街道及企事业单位的24支队伍
参加了活动。具有地方特色的“华蓥山滑竿抬幺妹”民俗文体
活动于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新华社发 周松林 摄

11月27日10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
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光传01、02试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 新华社发 汪江波 摄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