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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选

结果正式公布，61 种药品采购成功，平均降

价 56% 。 这 些 集 采 降 价 的 药 品 既 有 高 血

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

也有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重大疾病用

药。今年 10 月，患者有望用上这批降价的

集采药品，看病用药的负担将进一步减轻。

高值医用耗材也开始进行集中带量采

购，心脏支架成为首个集采品种，平均价格

由 1.3 万元降至 700 元左右。同时，每年开

展医保目录调整，一些价格昂贵的新药、救

命药通过医保谈判降价进入医保。这些举

措每年为百姓减少上千亿元用药负担，同

时撬动“三医联动”改革，大大增强了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药品集采，累计减少支
出 1500亿元

福建省厦门市 76 岁的洪大爷患糖尿

病 20 多年，同时患有高血压，从 10 多年前

开始服用拜唐苹，一个月要 3 盒的量，每盒

90 多元，一年下来要花费 3300 元。去年 8
月份，洪大爷去医院开药时发现药价便宜

了，一盒只要 5.42 元。“我当时都不敢相信，

这么便宜。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帮我们糖

尿病患者省了钱。”洪大爷说。

拜唐苹是常用降糖药，但是价格较高，

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费用负担比较

重。去年 1 月份，国家组织的第二批药品

集采成功采购了该药物，大幅减轻了糖尿

病患者的用药负担。

像拜唐苹一样通过集采惠及百姓的药

品还有不少，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原研

药吉非替尼片、治疗结肠癌的原研药奥沙

利铂注射液等。很多临床用药大品种实现

大幅降价，如糖尿病常用药二甲双胍、支气

管哮喘用药布地奈德吸入剂、慢性乙肝用

药恩替卡韦片、抗感染药物头孢他啶注射

剂等。这些药品的大幅降价惠及了大量患者，尤其是慢病、肿瘤患者。

从 2018 年 12 月，国家组织“4+7”11 个城市试点开展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以来，我国已组织开展 5 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共采购成功 218 种

药品。大量药品通过集采降低了价格，平均降幅均超过了 50%，累计节

约药费已超过 1500 亿元。最近开展的第五批集采更是创下了采购药

品数量、金额历次之最，外资中选企业数也是历次国家药品集采最高的

一次。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说，从目前情况来看，药品带量集采

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推进“三医联动”的突破口。随着集采覆盖

面扩大、规则的不断完善、配套政策的协同发力，带量采购的效应将越

来越凸显，逐步实现政策设计之初的 4 个效应，即药品降价保质、药品

行业转型升级、公立医院深化改革、医疗保障减负增效。

高值医用耗材降价，降幅超过 90%

2021 年 1 月 1 日凌晨 1 时 37 分，76 岁的向女士因胸痛 4 小时进入湖

南省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导管室，实施了紧急冠脉造影、冠脉

内溶栓及支架植入术，用上了价格 798 元的国家集采的心脏支架，成为

湘潭市第一个享受到心脏支架集采降价实惠的患者。

冠脉支架俗称心脏支架，是一种高值医用耗材，用于急性期冠心病

介入治疗。由于冠心病在我国已成为常见病，急性心梗越来越多发，虽

然心脏支架价格较高，但临床使用数量逐年增多。2020 年 11 月 5 日，

国家组织首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心脏支架成为首个集采品

种。经过集采，10 个产品中选，平均价格从 1.3 万元降到了 700 元左右，

降幅超过 90%。其中一款刚上市 3 年的药物涂层支架系统（雷帕霉

素），报出了 469 元的全场最低价，降幅达到 96%。

这场心脏支架的集采，预计节省 117 亿元。心脏支架集采后，各地

陆续开展了冠脉扩张球囊的集采，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总体费用进一步

降低，加上医保报销，患者的费用负担将进一步减轻。

今后，更多的高值医用耗材将纳入集采，惠及更多的患者。今年 6
月，国家医保局等 8 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和使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探索完善集采政策，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近日，国家组织高

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公

告（第 1 号）》，对初次置换人工全髋关节、初次置换人工全膝关节开展

集采。

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看病用

药费用负担。而集采带来的实惠还不止这些。国家组织协调医保、卫

生、药监等多部门共同发力，确保集采中选价格落到实处，让百姓真正

用上优质优价的产品。

谈判准入，降低创新药、专利药价格

“再降 4 分钱行不行？”2019 年，一段国家医保谈判现场的视频火

了，视频中提到的谈判药物为治疗 2 型糖尿病的达格列净片（安达唐），

最终由第一次报价的 5.62 元降到 4.36 元。

这样的情形在国家医保谈判现场比比皆是，大量的大牌新药、贵药

通过谈判降到全球最低价，如治疗肿瘤的免疫药物 100 毫克/10 毫升的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达伯舒），经过医保谈判，价格从 7838 元降至 2843
元，降幅超过 60%；进口丙肝药物降价幅度超过 80%，降至全球最低。

自从 2018 年国家医保局成立，我国开展了 3 次医保目录准入谈

判。2018 年开展抗癌药专项谈判，17 个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幅达到

56.7%，涵盖了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慢性髓性白血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黑色素瘤等 10 多种癌症治疗用药；2019 年，共计 97 个药品谈

判成功，其中 70 个新增谈判药品价格平均下降 60.7%，27 个续约谈判药

品，价格平均下降 26.4%。相关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

心脑血管等 10 余个临床治疗领域；2020 年，119 种药品谈判成功，平均

降价 50.6%，药品支付标准同步确定，患者支出减免近 70%。

医保谈判的药品为独家药物，往往是创新药、专利药，价格高昂，医

保发挥战略购买优势，以 13.6 亿参保人的全球最大市场，谈下合理的价

格，为患者大大减负。据统计，与谈判前相比，通过谈判和医保报销双

重效应，2020 年累计减少患者支出超 800 亿元。

为确保患者第一时间买得到、用得上、能报销谈判药品，今年 5 月

国家医保局会同卫生健康委及时出台“双通道”政策，谈判药品通过

定点零售药店和定点医疗机构“双通道”进行供应保障。目前，已公

布两批谈判药品配备机构名单，两批名单中 19 种、97 种谈判药品分

别在 5572 家、8.4 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已在国家医保

服务平台（APP）开通公众查询渠道，配备谈判药品的机构名单将动态

更新。

近日，《2021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布，标志着新

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谈判准入阶段将在 9—10
月进行，届时，又将有一批新药通过谈判降价进入目录，患者受益面不

断扩大，更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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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李宏塔（右图，新华社记者周牧

摄），这位 72 岁的老人虽满头银发却精神

矍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李宏塔是安徽

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他当过兵、做

过工人，而后又在共青团、民政、政协等系

统工作。他传承红色家风，始终艰苦朴素、

清正廉洁、以严治家，在工作生活中始终与

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处，是党员领导干部

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艰苦朴素，传承优良家风

“父母言传身教，告诫我永远保持艰苦

朴素的作风。”李宏塔说。小时候在北京生

活时，他曾骑一辆父母在旧货市场上买来

的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后来，随父母工作调动，李宏塔来到安

徽读书。曾有人给他家送来几袋葡萄干，

放学回家后的李宏塔，当时年纪小不懂事，

拆开一包就吃起来。父亲知道后当即批评

了他。“我们只有一个权力，就是为人民服

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

党人干的事。”随后，父亲把葡萄干原样退

回 ，李 宏 塔 吃 掉 的 那 一 包 ，也 一 同 折 价

返还。

“父亲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久而久之，

我也知道了该如何做人做事。”李宏塔说。

工作期间，他从不搞特殊化，除了极少数赶

时间的重要公务外，他从不坐专车，天天骑

自行车上下班。

李宏塔的爱人介绍，担任领导工作 20
多年，李宏塔骑坏了 4 辆自行车，穿坏了 5
件雨衣、7 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 年

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

“与时俱进”。

深入基层，了解群众心声

1987 年，38 岁的他已在共青团系统工

作 多 年 ，组 织 上 拟 调 他 到 新 的 岗 位 上 工

作。征求意见时，他说：“给老百姓多办实

事好事，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2003 年夏天，淮河发生水患，李宏塔

带着民政厅有关人员来到安徽省颍上县建

颍乡箭井村和王岗镇金岗村察看灾情。那

时已经有了救灾帐篷，还搭了简陋的庵棚，

可一些受灾群众依旧露天睡在淮河大坝

上。李宏塔走进帐篷，顿感热浪滚滚，暑气

灼人。他叫工作人员用温度计测量，帐篷

里的温度超过了 40 摄氏度。他和工作人

员随即建议当地党政机关带头腾出办公室

对受灾群众进行二次安置。几天后，当地

就动员党政机关腾出办公室，妥善安置了

数万名受灾群众。

“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

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这是李宏塔常说

的三句话。在安徽省民政厅工作期间，李

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他

经常步行进村入户调研，从百姓家里出来，

他再依次到乡镇、县市座谈。

2000 年 前 后 ，安 徽 推 行 农 村 税 费 改

革，规范乡镇财政收支管理。此前，乡镇

承担了部分五保供养经费，改革后会不会

影响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时任安徽省

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走访调研。“为困难群

众讲话、办事，有什么好顾虑的？一定要

深入下去摸实情，把真实情况反映上去，

为完善改革措施提供参考。”看到有的同

志心存顾虑，李宏塔坚定地说。

就这样，李宏塔带头下去调研，撰写材

料上报，建议加大对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

保障力度。最终，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得

到了有力保障。

严于律己，坚守党员本色

李宏塔曾在合肥化工厂氯化车间做过

工人。在这里，李宏塔与工友们打成一片，

工作十分积极。没多久，就成了厂里的业

务骨干，他却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李宏塔一家三口在一套 55 平方米的

旧房里住了 16 年多。根据安徽省当时的

干部住房标准，晋升副厅级后，李宏塔可以

住 70 平方米以上的住房，然而 1984 年，他

却搬进位于楼房最西面一套冬冷夏热的两

居室。

工作期间，李宏塔先后 4 次主持分房

工作，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每到分房

时，李宏塔都把自己排在党员干部排序的

最后面。

在共青团合肥市委工作时，单位要分

给他一套大房子，但当看到年轻职工急需

婚房，他坚持用自己的一套大房换了 3 套

小户型，分给单位的 3 个年轻人。“需要房

子的职工那么多，还是先解决他们的困难

吧。我觉得我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李

宏塔说。

每次单位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

动，李宏塔的捐款数总是排在前面。低保

户过年的饺子皮没着落、前来求助的下岗

工人没带伞……类似的小事，他都放在心

上。平时遇到困难群众，他也会随时把身

上带的钱拿来帮助解决问题。

2008 年初，李宏塔刚到省政协工作，

正赶上安徽发生雪灾。

为了调研情况，李宏塔连续 8 天奔赴 3
市，挨家挨户查访。午饭时间，李宏塔走进

路边的一家小面馆。“老百姓的事就是大

事，能抓紧点就抓紧点，不要为吃饭这种小

事耽误时间。”李宏塔说。

退休后，李宏塔也没闲下来，他加入中

华慈善总会，为改善中西部困难群众的生

活继续奔走忙碌。“服务群众是件幸福的

事，”李宏塔说，“共产党人要始终把自己置

身于人民群众中。其实我做的事情，都只

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分内之事。”

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宏塔——

“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
本报记者 韩俊杰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沙沙沙”，闻声穿过一条古朴雅致的

走廊，轻轻推开尽头处的房门，提琴制作

师郑荃（右图，资料照片）正埋头伏案，细

细打磨一个初见提琴形态的琴板。只见

他用拇指刨快速沿弧度打薄琴身，动作轻

盈却下手稳健，反复数次，原本平整的琴

板便如一座连绵的山峦，凹凸错落有致。

“提琴制作往往需要十年磨一剑，要

有苦坐冷板凳的功夫。”郑荃说，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从事提琴制作已有 40 多

个年头，制作了近 200 件提琴。“提琴是技

与艺的结晶，须得胸中有丘壑，方能下刀

如有神。”郑荃介绍，这把琴是为一位小提

琴家量身定做的，他在脑海中成百上千次

琢磨其演奏方法和风格，然后再重新审视

手中正在雕琢的木料，他眼前浮现的已然

是完成后的景象。

心中有“图景”后，便开始一刀一刨地

琢磨。然而，要把想法转换为实物并不容

易。“别看提琴只有百十个零部件，但木材

的软硬、琴型的宽窄、音板的平凹都会对

音质产生影响。”郑荃说。

首先要考虑的是选材。“世上没有两

块一样的木头，哪怕是同样的树种，长在

不同的朝向、选取不同部位，敲击发出的

声响都会有所差别。”郑荃捧起两块看似

相同的音板，告诉记者，这两块音板都是

20 多年前产自阿尔卑斯山脉的枫木，

相隔不到 50 公里，叩击出的声音却大

相径庭。“通过经年累月一次次试探，才能

慢 慢 摸 清 上 千 种 木 材 的 声 音 特 质 。”郑

荃说。

选材过后，便是定型、打磨。按照整

体思路，确定琴模的尺寸，然后因材施料、

随形而琢，逐步达到细腻的程度。用来做

活儿的手工磨桌，说起来极其简单：一盏

台灯、几把刀具，以及散落在桌角的调色

盘。“工具虽然简单，工艺却很复杂。”郑荃

说。一把提琴，从粗磨到细琢，要不断更

换各种型号的锉刀，每把琴身形态各异，

凸凸凹凹，都靠手上功夫，操作起来，必须

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以音板为例，刨光之后，要一点点铲

出弧度。将眼睛对准一件已经打磨成型

的音板，看似浑然一体，却仍有调整的空

间。“每一个点位的厚度都各不相同，失之

毫厘，音质便差之千里。”翻开笔记本，只

见一张点位图上密密麻麻分布着几十个

数字，每个数字代表一处厚度，全部精确

到 0.1 毫米。“按图施工后，再用百分表测

量厚度，反复修改，才能臻于完美。”

成型组装后，进入提琴琴身制作的最

后工艺——上漆。“油漆的调制和使用也

都会影响提琴的音质。”郑荃说，“上漆前，

要先在提琴上涂抹一层纳米材料，能更好

地过滤杂音。”

在郑荃看来，每个微小的工序都会影

响提琴音质；做起活儿来，郑荃的两只眼

睛像被磁石吸住，呼吸都变得轻缓。“只有

了解提琴文化、懂得欣赏提琴演奏，才能

制作出优质的提琴。若只是依样画葫芦，

难免多了匠气、失了灵气。这需要穷尽一

生去学习……”郑荃说。

说话间，10 米见方的房间里，“沙沙”

声又响了起来。郑荃坐在桌前，继续那饱

含灵感与耐心的琢磨，让手中的木头，慢

慢出落成心中的提琴模样……

提琴制作师郑荃——

粗磨细琢 琴声袅袅
本报记者 韩 鑫

【【绝活看点绝活看点】】

郑荃从事提琴制作 40 多

年，潜心钻研提琴制作技艺。

上世纪 80 年代，他曾获“中国

提琴制作大师”称号。从选材，

到定型、打磨，再到上漆，每个

微小的工序都有可能影响到提

琴的音质，多年来，郑荃积累了

一套独特的方法和心得。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7 月 12 日 ，驻

守帕米尔高原的新

疆喀什军分区某边

防连巡逻官兵抵达

界碑后，为界碑描

红。当日，该边防

连官兵不畏艰险，

来 到 海 拔 5000 多

米的重要山口执行

巡逻任务，保卫边

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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