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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
院获悉，近日，未来将用于载人登
月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三级液
氢液氧发动机完成了高空模拟环
境长程试验，验证了该发动机在
太空中长时间工作的可行性，试
验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试验在我国新建成的垂
直高空模拟试验台进行，本次长
程高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
液氢液氧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能
力具备了千秒量级水平，大幅提
升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高模试
验能力，将有力支撑我国载人月
球探测工程的顺利开展。

发动机试车是火箭研制过程
中的重要环节，小到一个阀门、大
到一台完整的发动机，都要在试
验台上点火，来验证其设计方案
合理性和工艺可靠性。试车种类
多达几十种，会贯穿火箭研制前
后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试车
都有不同的意义，点火时长也从
几秒到上千秒不等。

我国首个垂直高空模拟试验
台由载人航天工程支持、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六院101所设计建设，
是目前国际上试验时间最长的氢
氧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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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载人登月火箭
三级发动机
完成长程高模试验

为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
家医保局 23日发布《关于印发按
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2.0版分组方
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
确保2025年起各统筹地区统一使
用分组版本。

新版付费分组方案有哪些看
点？将带来哪些影响？记者采访
了相关业内人士。

看病就医“打包付费”
进一步规范诊疗行为

医保支付方式是医保经办机
构向医疗机构支付费用的具体方
式，包括按项目付费、按床日付费
等，不同方式对临床诊疗行为有不
同的引导作用。DRG/DIP支付方
式通过对疾病诊疗进行分组或折
算分值，实行“打包付费”。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
长黄心宇介绍，截至2023年底，全
国九成以上统筹地区开展了DRG/
DIP付费，通过改革，医疗机构诊疗
行为更加规范，平均住院日缩短，节
省患者就医费用和时间成本。

“我们医院 2023 年南京市医
保患者平均住院日为5.75天，三年
间下降17%，且全年呈现平稳下降
趋势。”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宋
宁宏说。

随着改革推进，一些医疗机
构、医务人员反映现行分组中有少
数组别不适应临床发展。为此，国
家医保局进行动态调整，推出
DRG/DIP付费2.0版分组方案。

根据通知，原则上，2024年新

开展DRG/DIP付费的统筹地区直
接 使 用 2.0 版 分 组 ，已 经 开 展
DRG/DIP 付费的统筹地区应在
2024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切换准
备工作，确保 2025 年起各统筹地
区统一使用分组版本。

分组更加科学精准 回
应临床诉求

“调整后的2.0版DRG分组包
括核心分组 409 组、细分组 634
组，重点调整了临床意见集中的学
科，2.0 版 DIP 分组包括核心病种
9520 组，能够覆盖 95%以上的出
院病例。”黄心宇介绍。

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白玉杰
介绍，新版DRG分组对临床意见
比较集中的重症医学、血液免疫、
肿瘤、烧伤、口腔颌面外科等13个
学科，以及联合手术、复合手术问
题进行了优化完善，有效回应了临
床诉求。“2.0版病种库病种数量有
所减少，结构进一步优化，满足了
数据更新、编码升级等客观要求，
也更好契合了医疗技术进步及临
床行为的复杂性。”首都医科大学
国家医保研究院副院长应亚珍说。

通知明确，在坚持 DRG 核心
分组、DIP病种库分组规则全国一
致的基础上，各地可按照国家指定
的技术规范，结合实际调整确定本
地DRG细分组、DIP病种库。

为尽可能覆盖临床实际情况，
DRG/DIP 付费 2.0 分组方案还设
立了特例单议机制，一些不适合按
DRG/DIP 标准支付的病例，医疗

机构可自主向医保经办机构进行
申报。

“可以说，特例单议是 DRG/
DIP支付中应对病情复杂多变、分
组难以完全涵盖的兜底机制，帮助
解除医疗机构收治复杂危重病人后
顾之忧，确保医疗机构愿接愿治、能
接能治。”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
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国栋说。

提升医保基金结算清
算水平 减轻医疗机构资金
压力

王国栋介绍，在医保基金结算
方面，将做好DRG/DIP 结算精细
化管理，出台DRG/DIP经办规程，
规范结算清算流程，建立动态调整
机 制 ，并 推 进 数 智 赋 能 ，进 行
DRG/DIP智能审核。

根据通知，各地医保部门可根
据基金结余情况，向定点医疗机构
预付1个月左右的预付金，帮助缓
解医疗机构的资金压力。基金预
付要向与医保有长期合作、管理规
范、信用良好以及在医保政策落地
等方面表现较好的机构倾斜。

为避免医生“一手拿听诊器，
一手拿计算器”，通知明确，医疗机
构不得将DRG/DIP病组（病种）支
付标准作为限额对医务人员进行
考核或与绩效分配指标挂钩。

“DRG/DIP 付费方案需要根
据临床实际变化、医保政策调整、
历史数据变化、临床医生意见等动
态调整。”黄心宇表示，我们将强化
支付方式意见收集反馈，加强医保
部门和医疗机构间的沟通协调，不
断完善DRG/DIP付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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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临床需求看病就医“打包付费”
新版医保DRG/DIP付费分组方案有这些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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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亡父摆酒两桌被罚 5000 元。
这一事件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据报道，浙江乐清陈女士的父亲
去世后，一家人将逝者送去殡仪馆火
化。陈女士为感谢亲人的帮助，在隔
壁酒店摆酒两桌。显然，这种做法是
人之常情，和一般意义上的“办酒”是
有所区别的。但此后，这件事进入一
种怪异的氛围中。按照陈女士所言，
她准备领取骨灰时，村干部却通知她
需延迟数小时。而在领取押金时，她
意外得知需缴纳5000元罚款。

对此，当地街道办和殡仪馆回
应称：遗体送往殡仪馆后不能摆席，
如果未送殡仪馆，可以摆不超过五
桌宴席。

这一解释依然无法消解公众的
疑惑。其一，乐清丧事管理“五个不
超”明确：丧事活动期间平时用餐仅

限于工作人员、直系亲属，且不超过
5 桌，不变相搞流水席，倡导不置办
出殡酒席，如需置办，酒席总数不超
过 20 桌。对照此规定，陈女士请人
吃便饭，压根没有违规。而有关方
面关于“送殡仪馆前后之分”，不仅
有土规定之嫌，还有点不近人情，并
无必要；其二，乐清市民政局工作人
员向媒体记者解释，这 5000 元实为
丧事从简的保证金，依据的是村规
民约。但村规民约难道可以违反乐
清市的规定？至于这 5000 元究竟是
罚款还是“保证金”，性质完全不同，
不可含糊。而人们担心的是，以“保

证金”之名行罚款之实——正如有
律师所言，收丧事保证金是违法创
设罚款——而这种事在个别地方是
有先例的；其三，就算陈女士违规，
但村干部通知陈女士，取父亲骨灰
的时间要延迟，造成“扣押”之实，不
仅带来擅用职权的观感，还对群众
感情造成了伤害。于情于理，此举
完全是多余的。

当 地 移 风 易 俗 的 决 心 值 得 肯
定。要做好这一工作，确实需要适度
的“泼辣”，得罪人也在所难免。事实
上，在乡村推行新风俗、推崇新观念，
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基层工

作人员为此付出了肉眼可见的辛劳。
但应该看到，无论采取何种措

施，都要依法依规，绝不能让“规定”
先自违反了“规定”。在落实上级规
定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严谨、科学的
精神 ，不宜有额外的 、附加的“解
释”，也不宜以僵硬的形式去和涉嫌

“违规”者对话、对接。要知道，这么
做，并不能为基层落实规定者增加

“权威”，反而会形成紊乱情形，影响
到有关方面的形象。

不可否认，在乡村领域，治理
“无事酒”面临复杂情境，规则和温
情的边界感有时也不易辨析。可越
是如此，越要在处理问题时保持审
慎、谦抑态度，时时以法治精神厘清
是非。就此而言，乐清陈女士事件
发出了深刻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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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推行新风俗、推崇新观念，是一个艰苦的、长期
的过程。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要依法依规，绝不能让“规
定”先自违反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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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禁入”禁不住某些人的冲动，并不奇怪
7月22日晚，四川卧龙大熊猫苑

神树坪基地通报3起不文明行为，3人
被终身禁入，其中涉及“顶流女明星”
大熊猫“福宝”。刘某某随身携带的
折叠凳掉入大熊猫室外活动场所。
现场视频显示，折叠凳被“福宝”叼
走。同时被通报的还有周某某、傅某
某趁安保人员不注意向大熊猫室外
活动场内吐口水。

此前，卧龙大熊猫苑神树坪基地
发生过多起“终身禁入”事件。“福宝”回
国不久，就有多张非展区现状图片被曝

光。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调查通
报：偷拍者长期干扰，已列入终身禁入
熊猫中心名单。据不完全统计，类似事
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等
处发生多次，不文明行为不限于扔包
子皮、扔橘子皮、投掷苹果、丢烟头、
吐矿泉水……这次的通报表明，“人”
是禁了，但“事”却屡禁不止。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
的生存状况直接关系到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平衡。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可

能对大熊猫造成严重危害。
众所周知，“国宝”大熊猫所有食

物都要经过安全检查，食物来源、每
天的食量、营养配比都有严格要求。
游客随意投喂食物，有可能会对大熊
猫的健康造成影响，更何况那些“杂
七杂八之物”。其次，投喂行为容易
吓到大熊猫，长期频繁随意给大熊猫
投喂食物还可能使其产生心理和行
为异常。

目前的痛点在于，“终身禁入”看
似是顶格处罚，实则效果有限，禁不

住某些人的冲动。有网友认为，“很
多人一生也就去这里一次，禁入就禁
入呗！”

对于不文明行为，果断采取措施惩
戒当事人表明了维护大熊猫安全和文
明旅游环境的坚定立场。但屡禁不止
之后，能否有更“硬”、更有实际效果的
手段和方法推出，让惩戒不仅仅局限于

“终身禁入”？
处罚不是目的，以罚促改才是意

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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