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陕全国政协委员郝际平：
“贴近群众才能走稳、走好履职每一步”

□ 记者 唐冰

10年来我国已组建各种形式医联体1.5万个
新华社北京 9月 7日电 （记者 田晓航

董瑞丰）设置12个专业类别国家医学中心，建

设5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组建各种形式的医

联体1.5万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

医改走深走实，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努力

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

这是记者 7 日从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

信息。当天的发布会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成就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介绍，10

年来，我国构建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设置

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强医联

体、医共体建设和县域综合医改。推进大病重

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

在乡镇、村里解决，年人均诊疗次数、住院率等

指标逐步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021年，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相关专

科的跨省就医较 2019 年下降了 9.3%，就医秩

序更趋合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

司负责人朱洪彪说，缓解“看病难”的同时，我

国基本医疗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推进国家组织

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群众看病贵问题也

得以减轻。

卫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医疗技

术能力与质量水平双双提升，也为群众看病就

医提供了有力保障。李斌介绍，到2021年，我

国卫生人员总量达到1398.3万人，各类人才队

伍规模不断壮大，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达到72%。

“这10年，我国持续推进‘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是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持续深化、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加速破解的10年。”李斌说。

新 闻 速 览

344个药品通过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查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记者 彭韵佳）

国家医保局日前对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公示，共有344个药品

通过初步形式审查，通过比例为 70%，申报和

通过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数量相较2021年有

一定增加。在通过率方面，目录外药品比例为

60%，目录内药品比例为91%。

据介绍，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分为企业申

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谈判竞价等环节，形

式审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通过形式审查，表

明该药品有资格进入下一步的专家评审环节。

国家医保局提示，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需要进行包括经济性在内多方

位严格评审，通过评审的独家药品要经过谈

判、非独家药品要经过竞价，只有谈判或竞价

成功才能被纳入目录。

此次公示时间截至9月12日，国家医保局

将根据公示期间收到的反馈意见，进一步核实

相关信息，确定最终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范

围，并向社会进行公布。

责编：刘杰 组版：邢圃 校对：春晖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多 语 种 对 照 版 出 版 发 行

广 交 各 界 朋 友 反 映 各 界 心 声

各界导报社出版 今日 版 新闻热线（传真）：（029）639036734

陕西省政协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61-0016 邮发代号51-38

2022年9月8日 星期四 总第5267期

习近平向肯尼亚当选总统鲁托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威廉·萨莫伊·鲁托，祝贺他当选肯尼亚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肯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各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肯关系发展，愿同鲁托

总统一道努力，推进中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

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9月6日，白露将至，暑气渐消，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南院树木依旧葱茏，耳

畔不时传来几声蝉鸣。

“今年全国两会，我提交的《关于建

议调整地板、地砖行业产业结构的提

案》，最近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回复，他们

早上还在跟我电话沟通相关内容。”记

者来到学校行政楼一间办公室，前一天

晚上刚从外地赶回学校的住陕全国政

协委员郝际平边整理办公桌，边与记者

分享履职收获。

今年是郝际平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的第十个年头。作为教书育人的高校老

师和立足专业前沿的研究者，多年来，沿

袭研究学问一贯的严谨，他把认真负责的

工作作风带到了政协履职工作之中。

“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天

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立足本职，

深耕自己熟悉的领域建言资政。”十年

来，郝际平在履职中践行初心。

细数郝际平每年的提案，从2013年

起，“钢结构”三个字就与他如影随形。

“钢结构具有绿色、低碳、节能的优势，关

于发展钢结构的提案我年年提。”作为深

耕钢结构领域的专家，郝际平希望在履

职中能发挥专业优势，为推动钢结构发

展、建筑行业绿色转型鼓与呼。

2016年的全国两会，“大力发展钢

结构和装配式建筑”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郝际平既欣慰又备受鼓舞。他说：

“绿色是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底色。近

年来，在国家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的有

力推动下，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已成为装

配式建筑的重要体系，但还是存在住宅

领域发展相对迟缓等问题。”

立足建筑领域长远发展，这些年，

郝际平还就取消木地板消费税、加强人

防工程设备维护保养、将箱式房屋列为

国家应急物资、征收建筑垃圾处理税等

积极建言。其中，关于取消木地板消费

税的提案得到财政部税政司积极回应，

相关负责人专程来到西安与他深入交

流，听取意见建议。

“交流后，我与税政司相关负责人

还一同前往浙江，到木地板生产经营企

业调研，与当地财政部门和企业负责人

座谈交流。”郝际平说，“希望通过提案

为生态环境保护、企业发展出一份力，

让群众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记者了解到，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

会议以来，郝际平共提交个人提案39

件，除了钢结构，绿色建筑、门窗节能、

高考招生、研究生教育改革等也是他长

期关注的重点。

“政协委员的履职体现在工作生活

的方方面面，要多关注社情民意，倾听

百姓呼声。同时，要结合自身工作领域

中的体会，收集整理信息写出提案。只

有通过充分调研，听取基层声音，才能

让提案丰满充盈，让建议有理有据。”对

于履职，郝际平要求自己始终做到“不

调研不发言”。

虽祖籍不是陕西，但出生于西安、

成长于西安，“陕西”早已成了他的第二

故乡。“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也深深热

爱这片土地。每次走出陕西，就会自动

‘变身’为陕西文化宣传员，向大家介绍

陕南陕北关中的特有风土人情。”郝际

平动情地说。

这十年，三秦大地实现历史巨变。

“参与着、见证着，我深感振奋与骄傲。”

郝际平说。

十年来，郝际平积极参加全国政

协、省政协组织的调研、视察和协商活

动，每年全国两会以提案形式秉笔建

言，把百姓的关切带到最高议事殿堂。

“委员二字，需要用责任和担当支

撑，才能‘立’得起来。很多人觉得全国

政协委员离群众很远，是上层建筑，是

阳春白雪，但其实只有足够贴近群众，

才能走稳、走好履职每一步。”多年履职

经历，让郝际平对协商民主的感悟更加

深刻。

他说，我国的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有着独特的优

势。长期以来，广大全国政协委员通过

一次次考察调研、一次次问计于民，提

出了一份份高质量的提案建议，助推相

关工作提质增效。而要对得起“委员”

二字，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建言

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要求更自

觉、更深入体现到协商工作实践中，既

弹得出“阳春白雪”，又唱得好“下里巴

人”，还要做得精“行家里手”。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当委员这十年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致贺电，祝贺巴西独立 200

周年。

习近平指出，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地区和国

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不久前，我同博索纳罗

总统共同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

推动金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世界和平发展贡

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巴

关系平稳发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

巴关系发展，愿同博索纳罗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

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习 近 平 就 巴 西 独 立 200 周 年
向 巴 西 总 统 博 索 纳 罗 致 贺 电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于

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俄汉、法汉、

西汉、日汉对照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

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

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分

9个专题，系统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尊

重和保障人权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该书俄汉、法汉、西汉、日汉对照版和此前

出版的英汉对照版，对于国内外读者深刻

理解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深

入了解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

增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吸引力、感染力、影

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首席记者 满淑涵）9月7

日，省统计局发布的陕西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

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全省上

下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积极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持续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不断拓宽消费服务领域，进一步健全市

场营销体系，消费市场繁荣稳定发展。

消费旺 拉动作用凸显

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

会产品日益丰富，居民消费需求逐步升

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消费市场繁荣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2年的

4756.54亿元到2021年达到10250.5亿

元，年均增长8.9%，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

值年均增速。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第一

动力，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随着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农村经

济发展不断加快，农村消费潜力逐步释

放。全省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从

2012年的576.39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

1252.72亿元，年均增长9.0%，保持了持

续活跃、同步增长、协同发展的态势。

与此同时，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

展。截至2021年，全省共有限额以上贸

易法人企业10795家，其中，国有和集体

控股企业925家，占全省限额以上贸易

法人企业的比重为8.6%；私人控股企业

9692家，占全省限额以上贸易法人企业

的比重为89.8%；港澳台商和外商控股

企业151家，占全省限额以上贸易法人

企业的比重为1.4%；其他企业占全省限

额以上贸易法人企业的比重为0.2%。

业态丰 发展动能强劲

近年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

商务等新型流通方式和超市、大卖场、便

利店、购物中心等业态百花齐放，给消费

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增添

新的动能。

从陕西批发和零售连锁企业数量增

长曲线来看，全省连锁总店数从2012年

的26个增加至2021年的98个，增长了

2.8倍；经营门店数从2012年的659个增

加至2021年的6552个，增长了8.9倍。

蓬勃发展态势下，连锁企业也不断为社

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业人员数量从

2012年的19293人增加到57181人，年

均增长12.8%。

新商业模式持续保持活力，能满足

顾客“一站式消费”的城市商业综合体近

年来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底，陕西共

有营业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独立开展

经营活动的商户不少于50个等规模以

上商业综合体93个，全部可出租（使用）

面积达462.68万平方米，全年总客流量

达6.77亿人次，实现销售额174.67亿元。

此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革，流通环节

大大缩短，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消费市场

潜力进一步释放。2021年，全省实现网

上 零 售 额 1561.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8%。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202.4亿元，同比增长30.2%。

观念变 服务消费上升

收入的提高是消费需求增加的基

础。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

2012 年的 15333 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24784元，年均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由2012年的5115元增加

到2021年的13158元，年均增长11.1%。

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居民视

野不断开阔、消费观念持续改变，餐饮、旅

游、文化娱乐等服务性消费全面开花。

2012年到2021年，陕西城乡居民各类消费

项目占总消费的比例发生明显变化，总体

来看，食品和衣着类支出下降明显，居住、家

庭设备用品及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教育

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呈现上升趋势。

2021年，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

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较2012年提高近

10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

服 务 两 项 支 出 达 到 总 消 费 支 出 的

22.7%。食品和衣着类支出占生活消费

支出的比重分别由2011年的34.8%和

10.3%降至2021年的27.6%和6.5%；居住

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012年

的12.8%上升至2021年的22.8%。

陕西：消费市场实现“量增质提”

这十年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为体现党中央对灾区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关怀，近日，中央组织部

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向四川省下拨2000万元，用

于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抢

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灾区党员、干

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冲锋在前、勇于担当，到

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做

灾区人民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党委组织部门要充

分发挥动员和保障作用，注意在抗震救灾中考察和

识别干部，注意发现、宣传和表彰先进典型，为抗震

救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下拨灾区基

层，做到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

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

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补助修缮因灾受损

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下拨2000万元用于支持四川省抗震救灾

9月5日，来自安置社区的务工人员结束一天

的工作后，从位于麟游县九成宫镇西坊村的农业示

范园乘坐通勤班车返回住地。

宝鸡市麟游县位于黄土高原西部，平均海拔近

1300米，沟壑纵横的地势一度使分散居住的山区群

众面临发展困境。“十三五”期间，麟游县建成集中

安置社区13个、搬迁点42个，安置群众近1.4万人。

近年来，麟游县积极培育发展蔬菜种植基地、

光伏农业等现代化产业，不断提升搬迁群众就业质

量，同时配套建设小学、幼儿园、社区工厂等设施，

使搬迁群众过上安居乐业的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麟游：山区搬迁群众过上安居乐业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