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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江苏各地实时天气

□ 本报记者 黄红芳

3月 16日，省医疗保障局召开推
进国家谈判药品进院使用医保、医疗和
医药三方联席会，共同推进“国谈药”高
效落地，让患者尽快用上好药新药，切
实把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化为老百姓的
高品质生活。

让患者“用得上、可报
销、能负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创新药通过谈
判方式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今年
3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新版医保目录
中，“国谈药”品种已达363个，这些入
选药品大多是治疗特重大疾病药品。
为了让广大患者用得上、可报销、能负
担“国谈药”，国家在两年前建立了“国
谈药”双通道保障机制，畅通定点医疗
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的供应渠道。但
随着“国谈药”品种日益增多、适用范围
不断扩大，群众在使用“国谈药”过程中
依然存在堵点。

省医保局局长周英介绍，“国谈药”
是党中央为解决人民群众及时用上救
命救急的好药，切实降低人民群众医药
负担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事关医药企业创新发展，事关医疗
机构高质量发展。医保部门牵头三方
联席会议，搭建平台，既邀请“国谈药”
进医院落实情况较好的医疗机构介绍
经验，也邀请了部分“国谈药”品种多的
企业介绍创新成果和特点信息。联席
会议还让企业与医疗机构直接面对面

沟通，近距离对接，增进了解，推动医
保、医疗和医药三方相向而行，形成进
院共识。

为让患者及时用上救命救急的好
药，省政府办公厅去年印发《推动创新
药械使用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方案》，强化定点医疗机构谈判药品
配备使用主体责任，在创新药进入国家
谈判药品目录后，定点医疗机构应在一
个月内召开专题药事会，将“国谈药”纳
入医院基本用药供应目录，做到“有需
必采”“应采尽采”。今年6月1日即将
实施的《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规定，国
家药品目录发布后，定点医疗机构应当
在一个月内将国家谈判药品按需纳入
医院采购目录范围，从而以法律条文的
形式明确了医疗机构使用“国谈药”的
主体责任。

药企期盼“国谈药”加快
落地

江苏是医药产业大省。创新药研
发时间长、投入资金量大、成果转化不
确定性高。企业创新成果的及时转化
应用对于激发企业不断创新，为群众持
续提供好药新药，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
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当天的联席会议
邀请了24家本土药品生产企业参加。
对于这种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会企业
都十分珍惜。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我们公司共有9款创新药进入‘国谈
药’目录，去年这些药品的销售收入占
公司销售总额的55%，今年预计达到

70%。”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执
行副总裁伏彩云表示，江苏医保部门全
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建立创新药信息
采集机制，收集企业诉求，连续三年对
企业进行政策、谈判辅导，帮助企业争
取更多机会将创新药品进入国家医保
目录，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新技术、新药
品的临床使用，这对创新型医药企业来
说无疑是好消息。自己和团队也会充
分利用好这种三方沟通机制，让更多医
院了解豪森药品，并将其纳入医院药品
目录。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市
场准入总监樊琳表示，这两年新纳入医
保目录的药品大多是大重病患者的救
命药。她以信达公司的抗PD-1肿瘤
免疫治疗药物达伯舒为例，该药品降价
进入医保目录后，两年150多万患者受
益。“三方联席会议提供了一个渠道，可
以让更多医院、医生更便捷地了解这些
创新药品并且使用这些药品，希望这种
会议常态化、制度化。”

苏州亚盛药业有限公司去年有一
款治疗白细胞的药品纳入新版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公司首席商务官祝刚表
示，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后降价近一半，
通过医保报销患者也能承担相关费用，
公司期待与更多医院合作，让药品惠及
更多患者。

医院将“有需必采”“应
采尽采”

去年江苏的“国谈药”销售中，公
立医院销售额占83.6%，较上一年提

高15个百分点，成为“国谈药”的使用
主体。

“早日让老百姓用上‘国谈药’，享
受医保待遇是我们的首要职责。”省中
医院副院长江志伟表示，为确保“国谈
药”落地使用，医院特地修改完善了新
药引进管理办法，把“国谈药”列为优先
引进品种。目前在院使用“国谈药”已
达183个品种，去年采购金额1.63亿
元，占西药采购总额的15%。对于未
纳入药品供应目录的药品，省中医院建
立了国家谈判药品审批绿色通道，医生
可以直接从医院内网提交临时用药申
请，及时审批，保证临床用药需求，做到

“应采尽采”。
和省中医院一样，与会医院代表对

“国谈药”的使用大都持积极态度。针
对临床用药实际，一些医院还对“国谈
药”的使用提出了建议。徐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副院长燕宪亮表示，他们医院
已经配备了186个品种的“国谈药”，该
院还建立了“国谈药”“正式引进”与“特
需采购”并行的绿色通道。苏州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副院长缪丽燕也表示，将合
理引导临床用药需求，严禁医生在有用
药需求时让患者自费外购，双通道药品
需征得患者意愿后方可外购。

据了解，去年江苏“国谈药”医保
基金统筹支出 57.9 亿元，惠及患者
1147万人次。与此同时，江苏医药企
业的创新成果也得到了快速转化。近
三年来，先后有108个江苏企业创新
药品纳入国家新增药品目录，占全国
新增药品目录总量的三分之一，数量
居全国第一。

我省医保、医疗、医药三方联动推进“国谈药”落地——

让患者更快用上好药新药

近日，全省首个“中小学校‘百千万’
应急救护培训三年行动”在南京启动。南
京市将利用3年时间，使全市中小学校教
职员工全部掌握基本救护知识和技能，并
结合学校各学龄段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
培养学生自救互救和自我保护能力。

据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统计，我
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5万人，平均
每天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分钟就有
1个人因心脏骤停突然倒地，而这些意外
87%发生在医院外。近年来，一些地方开
始重视普及急救知识，并在地铁站、学校
等场所配备了自动体外除颤器，但接受
过急救培训的人仍然不多，很多人面对
突发状况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普及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技能，
从学生开始抓起是很好的选择，南京在

全省开了一个好头。在传授急救技术
的同时，学校还应增加急救意识的教育
培养，将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学校教学活
动与课外实践，确保小学生了解安全教
育和应急避险知识，初中生掌握基本应
急救护知识及救护技能，高中生掌握心
肺复苏、创伤救护等自救互救的基本要
领和方法，从容地应对突发事件。

将应急救护培训列为中小学“必修
课”，不仅能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急
救知识和技能，还能让他们更加懂得生
命的可贵，树立起敬畏生命、关爱他人
的理念，养成帮助他人、扶危济困的优
秀品格，还可“小手”拉“大手”，让学生
向家里的亲人、身边的朋友传播，让更
多的人了解、掌握急救知识，达到“1+
N”的良性循环。

让急救成为中小学“必修课”
□ 孟亚生

“PPT制作免费试听、上手快、好赚
钱”“零基础学配音，月入过万元”“轻松
考取营养师证书，下班后轻松赚钱”……
据报道，一些培训班打出低门槛、高回报
的诱人广告招揽学员，但存在课程内容
质量低、诱导消费、退费难等问题。

下班开网约车、业余时间开网店、
见缝插针创作文案……由于具有灵活
方便等特点，这几年副业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人参与，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飞速
发展的当下，人们网上“兼职”有了更加
多元的选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发
展副业拓展技能，也值得肯定。

不过，以怎样的方式“打开”副业，需要
审慎待之。现实中，不乏一些人依靠副业
找到了新赛道，但掉进副业培训“甜蜜陷
阱”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副业成了“负担”。
一些网络平台大肆吹捧副业，一些不良培
训机构借机在网上抛出诱饵、兜售快速培
训课程，看似为年轻人铺设了一条“躺赢”
之路，背后实则套路重重。如果不加甄别、
盲目跟风，往往经过一番折腾，副业没搞

成，反被“割了韭菜”，可谓得不偿失。
副业并不只流淌着“奶”与“蜜”，发

展副业，需要降降虚火。一些年轻人之
所以迷恋“副业”，在于误把副业当成了

“捷径”。可天上没有掉馅饼，发展副业
不是抄近路，只不过是探出一条与主路
平行的辅路。无论是主业还是副业，都
需要过硬的职业本领、脚踏实地的作风，
也只有以事业心对待，才能做得长久。
秉持这样的“副业观”，人们就能客观冷
静地看待商家鼓吹的副业“神话”，而不
是一味听信、迷失了职业规划的方向。

在有限的时间内，从事主业同时兼
顾兴趣，主次分明，固然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但现代社会知识与技术更新较
快，很多人做好本职工作已属不易。对
个人而言，即便有余力做副业，也要合
理规划、分清主次，不可舍本逐末。其
实，不被“副业焦虑”所裹挟，聚焦并深
耕主业，专注于自我提升，不断完善知
识结构、积累解决问题经验，可能是更
加务实可行的成才路径。

小心副业培训成“甜蜜陷阱”
□ 魏晓敏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报告
显示，2022 年消费者投诉举报呈现十
大特点，其中平台经济新型价格欺诈让
监管执法面临新挑战。去年全国关于
网购价格的消费投诉达10.67万件，同
比增长 99.03%。大数据杀熟、实时变
化交易条件、低标高结、隐瞒优惠门槛
条件、非会员优惠大于会员……在商家
花样百出的操作下，网购价格犹如“过
山车”般高低不定，让消费者无从判断
正常价格，严重影响了购物体验。

把商家操控优惠的手段说成“新型
价格欺诈”，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商
家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记录分析消
费者的行为习惯，目的不是更好地提供
服务，而是看人下菜，这就属于利用技
术优势推行不对等交易，违背了市场交
易的公平原则。又如，商家推销“会
员”、宣传优惠，让消费者建立了低价的
心理预期，但在实际定价时，给非会员
更多优惠，这就违背了市场交易的诚信
原则。更何况，商家给新客尝“甜头”，
目的不是送福利，而是将其培养成“熟
客”后再“宰客”，长此以往，人人都可能
成为受害者。

信任是易碎品，建立远比毁掉难。

把网购消费变成一场“斗智”的比拼，只
会损害消费者来之不易的信任。从技
术手段上来说，取证、投诉价格歧视、价
格欺诈的确不易，一些问题呼吁了许多
年也仍然存在。但不应忘记，公平是消
费的基础，便利是网购的基石。当商家
定价不再公平，消费者获取优惠不再便
利，互联网经济的根基也就动摇了。大
数据杀熟，杀的是互联网经济的未来；
给消费者添堵，堵的是消费者敢消费、
愿消费的信心。

鼓励消费，就要解决消费者的困
扰。互联网经济发展初期，也曾因商品
掺假、售后服务不佳等问题屡遭诟病，一
路走来，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承诺7天
无理由退换等务实举措的推动下，在平
台和商家的积极响应中，才逐步走向健
康发展。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环
境，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
社会责任。只有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才
能行稳致远。对互联网平台和商家而
言，正确的事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
购物体验，就是呵护消费积极性。价格

“过山车”也许“一时爽”，但越早将其“入
库封存”，整体消费环境就会越好，而这，
正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所在。

别让价格“过山车”挫伤消费热情
□ 袁 媛

“3·15”前夕，记者暗访发现，一些健身房的推销花样颇多。销
售人员声称，长期健身卡将停售，未来会升值，以后可以当成“理财
卡”拆分转卖赚差价，以此忽悠消费者办理动辄几十年的健身卡，
有会员买的健身卡甚至能用到100岁。

这背后，固然不排除一些消费者有贪便宜的心理，但无论如
何，商家诚实经营应是底线，绝不能以任何借口跟消费者玩套路。
理应将类似的预付卡消费纳入监管，确保消费者预付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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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卡居然能办到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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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利平） 3月
16日晚，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
元（第二届）剧目之一、昆剧《千年一
叹》在南京大华大戏院群剧场亮相。

这是昆剧《千年一叹》首次与观
众见面。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周琰
主笔，苏州昆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吕
佳导演，优秀青年演员罗贝贝、束
良、吴佳辉、王鑫、翁佳鸣主演。

幽暗肃寂的死牢中，金圣叹还
在寻路，一梦水浒，二梦西厢，三梦
哭庙，与书中人物李逵、张生直面对
话，与吴县县令任维初据理力争。
地府捉魂小鬼点醒金圣叹，他这才
恍然，原来自己庙堂走不通、江湖行
不远，最终还是走进了一个死胡
同。导演将金圣叹的个人悲剧、西
厢惊艳的喜剧、梦断水浒的正剧，通
过时空重叠，构成一种冷峻的“黑色
幽默”，舞台调度、表演尺度则遵循
昆剧传统手法，守正创新，把观众锁
在“千年一叹”的浓烈氛围之中。

非常特别的是，5位主演清一
色为男性演员，苏州昆剧院首次尝
试以全男班阵容演绎金圣叹的醉梦
人生。这样的全男班阵容在昆剧演
出中十分罕见，也令整个剧目彰显
一种阳刚之美。

昆剧《千年一叹》
首次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记者 冯圆芳）一只
善良真诚的“小个子”花脸鸭，不安
于按部就班的迁徙生活，它梦想找
到传说中的玻璃花房，并获得了好
朋友“探险鸭”赠送的魔力围巾，却
因此遭到了“黑天鹅”的觊觎和陷
害……3月16日晚，南京艺术学院
创排的儿童剧《到玻璃房去》走进
南京市青少年宫青春剧场。这部隐
喻成长、友谊、梦想和勇气的作品，
以天真童趣的戏剧语言讲述了儿童

成长过程中的“危机四伏”，并以主
人翁“到玻璃房去”的坚定求索，鼓
励孩子们勇敢走在追梦路上。

《到玻璃房去》塑造了形形色色
的动物形象，有渴望梦想却胆小懦弱
的“小个子”，鼓吹“利益第一”、否定
友谊的“长脖子”，为了获奖不择手段
的“黑天鹅”，热情勇敢的“探险鸭”，
和缺乏自信的“胖大头”。该剧还以
花脸鸭惧怕的烟头、塑料袋、黑手套
等，批判人类对大自然的污染破坏；

“阿尔茨海默症鸭”的角色设置和“小
个子”承诺“一定带你去玻璃房治
病”，又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小个子”念念不忘的“玻璃房”
到底是什么？根据剧中的传说，“玻
璃房”里有“可触摸的月光”“永不凋
零的绿树”。在该剧导演、南京艺术
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苏珊看
来，能否抵达“玻璃房”并没有那么
重要，重要的是一直朝着光、向着心
中的方向。

儿童剧《到玻璃房去》纯真上演

鼓励孩子勇敢走在追梦路上

右图为儿童剧《到玻璃房去》
在南京青春剧场的演出剧照。

剧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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