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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医改，提升全民获得感

7 月 15 日上午，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在北京开始举行。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
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讨论稿）》向全会
作了说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向诸多
重点领域，其中，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是重要内容。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为人
民群众创造更多福祉，是对历史的

呼应，也是对未来的召唤。
医改到底应该怎么“改”？可以

说，一个“改”字既有千钧之力，也有
千头万绪，重点是找准方向，稳住节
奏，矢志不渝地推进。

医改动力，系于一个个“当改”
“必改”之处。

2014 年 12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
记到江苏镇江世业镇卫生院视察基
层医疗改革和服务情况时指出，人
民群众对医疗服务均等化愿望十分
迫切，像大城市的一些大医院，始终
处于“战时状态”，人满为患，要切实
解决好这个问题。

一语“切实解决好”，真切有力，
切中弊端，为我们指引出一条光明
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
起声声回应。

曾几何时，一些患者常常感觉
自己医保账户里的钱“不够用”，他
们为此心怀忧虑；一些患者总觉得
在社区医院“看不好”病，总想往大
医院挤……人们的痛点、难点，连着
一个个要点和“突破点”，成为医改
的破题之“眼”。

近年来，报销比例提升、药价不
断下降、推行医联体模式等改革举

措频出，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
变化：医保账户里的钱从“不够用”
到“有结余”；在社区医院照样可以
得到大医院名医的诊疗服务；“以耗
养医”等乱象得到治理……

身边的细微变化，源于全国医
改向深处开掘。其中，“三明医改”
形成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三明
医改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为切入
点，在市、县、乡、村统筹推进医药、
医保、医疗“三医联动改革”，实现患
者、医生、医院、医保基金等多方共
赢。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三
明市沙县总医院实地了解医改惠民
情况后发表重要讲话：要继续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
医疗资源，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
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这一重

要讲话为医改提供了科学遵循。
全国“医改进行时”不断破解老

大难，呈现新气象。党的十八大以
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
障网覆盖城乡，居民主要健康指标
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再上新高度。在
江苏，医改致力于均衡优质医疗资
源，创新提升整体医疗质量；致力于
将医、防、养双双结合，完善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从而书写了
医改新篇章。“全民健康”，意味着全
民共享医改成果，意味着医改从人
心深处获得支持。医改是民生工
程，也是民心工程。只要精准把握
时代课题，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医改
就一定能取得更丰硕成果，就一定
能迎来更美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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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新华社播发重磅文章——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将改革进行到底
系列评论②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
卷中，改革开放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伟大事件。

40 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作出改
革开放的关键抉择。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
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崭新局面。

如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又将矗立起
新的里程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将于 7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召
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

历史，必将在新的伟大变革中
迸发出更加澎湃的力量。

九万里风鹏正举——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掌舵领航，以伟大的历史主动
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掀起
全面深化改革的春江大潮。

纵横正有凌云笔——科学把握
改革规律，以全新的改革思想指导
新实践、引领新变革，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一系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成为指引新时

代改革开放的根本遵循。
风生水起逐浪高——新时代全

面深化改革范围、规模、力度世所罕
见，所推动的改革是全方位、深层
次、根本性的，取得的成就是历史
性、革命性、开创性的。

扬帆破浪再启航——紧扣党和
国家中心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
保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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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精准把握时代课题，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医改
就一定能取得更丰硕成果，就一定能迎来更美好境界

为对冲税期高峰等因素影响，
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7
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1290
亿元逆回购操作和1000亿元中期
借贷便利（MLF）操作。

本次MLF操作期限为1年，中
标利率2.5%；逆回购操作期限为7
天，中标利率1.8%，中标利率均与
前次持平。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该
操作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需求。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温彬认为，本月有1030亿元1年期
MLF操作到期，本次MLF操作延
续缩量平价续做。这是由于在当
前非银资金充裕等因素影响下，资
金面维持稳健宽松，市场对MLF
操作的需求不高。 新华社

中国人民银行
开展1000亿元MLF操作我国经济表现依然较好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我国经济表
现依然较好，一季度GDP增速快于
美国、欧元区、日本等，结合二季度
国内外形势，预计上半年我国经济
增速仍将保持领先，仍是世界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同比增
长5.3%，二季度增长4.7%。从环比
看，二季度GDP增长0.7%。

“从短期来看，二季度经济增速
回落有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等
短期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当前经
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特
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
突出，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等。但
从基本面看、从中长期看，经济稳定

运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说。

夏粮再获丰收，工业生产较快
增长，服务业继续恢复。上半年，农
业（种 植 业）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4.0%。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6.0%。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扩大。上半年，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45391亿元，
同比增长3.9%；扣除房地产开发投
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
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
总额211688亿元，同比增长6.1%。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5.2%，占进出
口总额的比重为65.0%。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居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同 比 上 涨
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
心CPI同比上涨0.7%。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一季度
下降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0.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继续增长。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33
元，同比名义增长 5.4%，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5.3%。

服务业发展稳中有进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显

示，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349646亿元，同比增长4.6%。服务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6.7%，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
点。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更
加突出，服务业发展稳中有进。

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上半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分别增长 11.9%和 9.8%，合计拉动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7个百分点，为
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和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服务业新兴领域增势向好。高
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快速增长，
持续赋能创新驱动发展。上半年，
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稳
步扩大，同比增长11.7%，占全部服
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7%，
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服务消费潜能释放。上半年，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5%，比同期
商品零售额增速高4.3个百分点；全
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
长 9.2%。文旅优质产品供给丰富。
上半年，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类电
子商务交易额同比增长23.4%。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显

示，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35969亿元，同比增长3.7%。其
中，商品零售额 209726 亿元，增长
3.2%；餐饮收入 26243 亿元，增长
7.9%。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乡村市场销售快于城镇。上半
年，城镇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分别
为 204559 亿元、31410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3.6%、4.5%，乡村市场销
售增速快于城镇0.9个百分点。

随着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电
商新模式的快速发展，网络零售占
比持续提高。上半年，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8%；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5.3%，比
一季度提高2.0个百分点，今年以来
占比持续提升。线下新业态较快增
长。上半年，即时消费需求较为集
中的便利店零售额同比增长5.8%，
比1至5月份加快0.9个百分点；品
质服务好、消费体验佳的仓储会员
店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

随着居民更加注重生活品质、
绿色环保意识增强，以运动健身产
品、绿色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为
代表的升级类商品成为消费新增长
点。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

用品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分别
增长11.2%、11.3%；高能效等级家
电、智能家电销售实现较快增长。

服务零售保持较快增长。上半
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5%，增速
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3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0%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初

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616836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 5.0%。国民经济
延续恢复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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