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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种新药进国家医保，新版目录明年实施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
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涉嫌严
重违纪，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
苗华停职检查。 据央视新闻

从每片2.43元降至2.11元——
在今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中，
难治性癫痫“救命药”氯巴占片在半
小时之内就实现了药企与医保部门
的“双向奔赴”，为需要长期服药的
罕见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新
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于2025年1
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录新增91种
药品，其中有卡度尼利单抗注射液等
26种肿瘤用药、利鲁唑口服混悬液等
13种罕见病用药以及15种慢性病用
药，药品总数增至3159种。

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的第七次调整。叠
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因素，预计
2025年，新版目录实施将为患者减
负超500亿元。

每一种新药进入医保，都意味
着患者家庭少一分负担、多一分希
望。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有哪些
新看点？

——用药保障再升级，结构更
“优”了。

每天服药，是许多高胆固醇血
症患者长期以来承受的压力。今年
医保药品目录新增的药品，提供更

多用药便利：我国一款治疗血脂异
常的创新药托莱西单抗注射液纳入
医保，患者可以灵活选择2至6周注
射一次。

每天扎一针，是许多糖尿病患
者面临的烦恼。今年医保药品目录
新增的药品中，一款治疗成人2型糖
尿病的创新药，一周仅需注射一次。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不仅关注
罕见病等少数群体，也在不断解决
常见慢性病患者的用药之忧。

聚焦群众所需，医保药品目录
有“加法”，也做“减法”。此次调整
调出了 43种临床已替代或临床价
值不高、长期未生产供应的药品，让
医保药品目录更合理。

专家强调，医保药品目录重在
科学调整，不是简单的“价低者得”。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
心宇表示，本次调整后，肿瘤、慢性
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
水平进一步提升，在不显著增加基
金支出的前提下，将更多填补目录
保障短板或者提升疗效的品种纳入
目录，实现“提质不提价”。

——创新药比例再提升，“救急
药”更新了。

宫颈癌，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
瘤之一。如何更好呵护“她”健康？

一款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
颈癌的药品，6月下旬拿到国家药监
局批件，又幸运地进入了新版医保
药品目录。速度之快，让企业方谈
判代表深感意外：“希望更多新药能
够更快服务患者。”

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创
新药的谈判成功率超过了90%，较
总体成功率高16个百分点。新增的
91种药品中，90种为5年内新上市
品种。其中，38种是“全球新”的创
新药，无论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创
历年新高。

如今，经过七轮调整，累计已有
149 种创新药纳入医保药品目录。
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国栋
表示，新药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的速度不断加快，让参保群众能够
及时享受医保改革及医药创新带来
的红利。

更多创新药进医保的背后，是
我国医药创新的蓬勃发展。2018年
至2023年我国1类创新药获批上市
数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2023年
获批数量达35种，是2018年的4倍

以上。
——推动目录高效落地，确保

患者能“真用上”。
新药进了医保，还要能走进千

家万户。
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家医保局

等部门对药品的配备使用、新药推
介、管理监督等提出具体要求，以确
保目录真正落地见效，更好满足患
者合理需求。此外，通过“双通道”
管理机制，一些原来主要在大型医
院供应的医保谈判药品，目前可以
在全国 10余万家医保定点药店销
售并纳入医保报销。

此次谈判协议中，国家医保局
还要求企业在目录落地前，全部落
实药品追溯码，实现全程“可追溯”，
进一步强化配备和供应情况监测，
确保药品可及性得到提升。

截至2024年10月底，协议期内
谈判药品累计受益8.3亿人次，累计
为患者减负超8800亿元，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实实在在惠及患者。小药
片连着大民生。更科学、更有温度
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将为亿
万百姓带来更多健康“获得感”

据新华社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
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泛化国家安全
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
业实施歧视性限制。若美方执意升
级管制，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
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在当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
美国商会向会员发电子邮件称，拜
登政府最早将于本周公布新的对华
出口限制。新规可能会将多达200
家中国芯片公司列入贸易限制名
单，禁止大多数美国供应商向这些
公司发货。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

论？何亚东作出上述回应。
何亚东说，这种做法严重破坏国

际经贸秩序，扰乱全球产供链安全稳
定，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利益乃至全球
半导体产业发展。中方希望美方尊
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针对特朗普表示上任第一天起

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10%的
关税，何亚东在发布会上回应称，中
方反对单边加征关税措施的立场是
一贯的。美方应恪守世贸组织规则，
与中方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
作共赢的原则，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
系稳定、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

商务部：坚决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
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
苗华被停职检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过中国政
府不懈努力，三名被美方错误羁
押的中国公民平安回到祖国。
这再次表明，任何时候中国都不
会放弃自己的同胞，祖国永远是
他们的坚强后盾。

毛宁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
对美方对中国公民出于政治目
的进行打压迫害，将一如既往采
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公民
的正当合法权益。毛宁表示，这
次还有一名在美潜逃多年的逃犯
被遣返回国，说明天网恢恢，任何
地方都不可能永远成为“避罪天
堂”。中国政府将继续开展追逃
追赃，有逃必追、一追到底。

另据消息，当日记者会上，
就美国国务院网站日前将赴华
旅行提醒由三级降为二级并取
消关于“错误拘押”风险的标注，
毛宁说，此举有利于两国人员正
常往来，希望美方继续为促进两
国人文交流创造更多便利。

据新华社

外交部：
三名被美错误羁押
中国公民平安回国

速读

11月28日，湖南省怀化市政协原
主席印宇鹰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
细节披露。本月，长期沉迷网络游戏、
跑官买官、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的他，已
被提起公诉。值得一提的是，他当县
委书记时，曾强拆群众菜园子。

县委书记和群众的菜园子过不
去？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通
报称，2013 年至 2021 年，印宇鹰任通
道县委书记期间，为树形象搞政绩，
无视群众利益搞“一刀切”，强制拆
除群众附属建筑和生活菜园，不顾
县财政紧张等实际情况，“垒大户”

“堆盆景”，刻意打造 4 条检查调研
“经典路线”，损害群众利益。可见，
时任通道县委书记的印宇鹰做出强
拆群众菜园子的行为，并不是一时
起意、偶然为之，而是政绩观、发展
观扭曲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在这

种意识的主导下，今天不强拆群众
的菜园子，明天也会干出别的事。

根据多年前的报道，在其主政
通道县期间，当地曾展开过“两违”
专项整治行动。而为了创建省级文
明县城，其也多次强调重点整治乱
搭乱建现象，严控“两违”建筑。

不知道被其强拆的是不是违
建，但既言“群众附属建筑和生活菜
园”，其性质可以想见。群众附属建
筑，一般指的是与主体建筑相配套，
用于提升整体功能和服务水平的建
筑设施，这样的建筑，通常具有合规
性质，其间的生活菜园也就和业主
的权利息息相关。对这样的建筑或

设施大动干戈、不留余地，显示出怎
样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言而喻了。

退一步说，就算相关“群众附属
建筑和生活菜园”属于违建，必须拆
除，那也应该依法依规进行，绝不能
蛮干、乱来一气。然而，印宇鹰推动
的强拆，却只闻“喧哗”，不见“章
法 ”，只 见“ 一 刀 切 ”，不 见“ 人 性
化”。时隔多年，人们再回望相关行
为时，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此间的
乱 象 绝 非 孤 例 ，而 是 具 有 非 偶 然
性。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治理”意
识，就有什么样的“治理”结果。令
人遗憾的是，“印宇鹰为捞取政治资
本，急功近利，自行其是”，不仅毁了

自己，更害了地方，坑了群众。这个
教训不可谓不沉痛。

事实再次说明，一个干部能不
能心系群众，为民办事，不能光看其
说了什么，关键得看做了什么，还要
关注所作所为的细节。无疑，一个
把群众利益时时刻刻放心上的干
部，是不可能不管不顾、利益熏心地

“放大招”、和民意对着干的。
诚然，在大局和公共利益面前，

干部要秉公办事、不留情面，就必须
敢得罪人，顶得住压力，但这和一言
不合就把群众的合法利益、正当诉
求踩在脚下，有着天壤之别。

印宇鹰终于为自己犯下的罪过
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事实也再次发
出启示，“能吏”难得，但私心作祟、欲
望膨胀的“能吏”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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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附属建筑，通常具有合规性质，其间的生活菜园也就
和业主的权利息息相关。对这样的建筑或设施大动干戈、不
留余地，显示出怎样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言而喻了

“强拆群众菜园子”的根源性问题

“奥莉花”侵权“奥利奥”？小微企业太难了
近日，江苏扬州一家名叫“奥莉

花”的甜品店被指侵权知名饼干品
牌“奥利奥”，引发争议。

店主从收到律师函到维权答辩
跨度一年多，在最新收到的裁定书
中，多项答辩均失败。虽然可以去
北京起诉，据店主称除了需要大量
时间和精力外，律师费等已花费近
10 万元，目前并无胜算把握，于是止
于心累，“不想再折腾了”。

“奥莉花”和奥利奥到底有几分
相似？网友笑了，在留言中，点赞最

高的一条评论是“喊奥利给是不是
也侵权？”

“奥莉花”店主苦心经营小店十
年，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意识，在生意
越来越好时注册了该商标。原则上，
如果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
使用了近似商标，只要没有导致混
淆，则不构成商标侵权。在裁定书
中，已提及“相关公众认为存在某种
关联，进而对商品来源引起混淆和误
认”。商标是否引发混淆，如何认定
是个难题。目前有社交平台就此做

了投票，虽有92.6%的用户选择“不侵
权”，但如果少数人觉得有混淆的可
能性，就能让店主百口莫辩。因为从
混淆原则来说，在判断是否构成混淆
时，只需要具备混淆的可能性，不需
要造成混淆的事实。

像“奥莉花”这样的小微企业，如
果继续死磕“奥利奥”这样的国际知
名企业，有蝼蚁撼树之感。仅因来回
折腾、路费、律师费等就能让店主顾
此失彼、生意做不下去。而有专业法
务支持的知名大公司，处理此类问题

则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是孤勇出战
还是认怂止损，选择后者事出无奈。

此类纠纷并非偶发，相关部门
应引起重视。企业注册商标的主要
目的是保护商誉维护权益，在注册
商标时就应注意和被提醒避免侵权
风险。尽量将有侵权风险的商标扼
杀于“出生”之前，如果关于侵权的
认定分歧较大，应有更详细条款补
充说明，让知识产权权利人能够放
心注册、安心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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