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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末，我国

0—15 岁（含 不 满 16 周 岁）人 口 为 25615 万

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8.1%。

与成人用药相比，儿童用药研发生产面

临起步晚、难度大、基础薄弱等问题，需要医

疗机构、科研院所、医药企业共同努力解决。

今年 1 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关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儿 童 临 床 用 药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鼓励医疗机构针对儿童用药开发可灵

活调整剂量的新技术、新方法；3 月，新版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新增药品涵盖 22
个儿童用药；今年前 5 个月，已有 34 个儿童

用药获批上市，获批数量超去年同期……我

国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儿童用药研发生产，

不断提升药品供应保障水平。

突破关键技术，填补
市场空白

“吃药靠掰，剂量靠猜”曾经是一些患儿

及家长在用药时面临的难题。“儿童不是成

人的缩影，儿童用药需要‘量身定制’。”国家

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

鑫说。

以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重

要药物巯嘌呤为例。目前，市场上销售巯嘌

呤的唯一规格为 50 毫克片剂，直径约 1 厘

米，均为成人片剂。儿童服用巯嘌呤需按公

斤体重计算剂量，并对成人片剂进行切分或

磨粉，使用不便且精确度不高。

为解决这一难题，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北京儿童医院率先突破关键技术，开发出可

精准计量的巯嘌呤改良剂型。药片直径 2 至

3 毫米，米粒大小，利于患儿吞咽。这一成果

已经亮相在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上。

“我国儿童用药的品种、剂型、规格相比

成人用药都普遍不足，儿科临床用药中约

45%的药品说明书缺乏儿童用法用量，导致

儿童用药错误的风险大大高于成人。”北京

儿童医院药学部主任王晓玲说，整合资源、

突破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合理开展儿科临

床研究，是实现儿童用药高效研发及临床转

化的关键所在。

近 年 来 ，北 京 儿 童 医 院 致 力 于 儿 童 用

药研发工作。王晓玲介绍，北京儿童医院

牵头承担了“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

大 专 项 课 题——“儿 童 用 药 品 种 及 关 键 技

术研发”，联合全国 59 家科研院所、高校及

企业的研发力量，强化科技创新，研发儿童

用药。目前，已获得相关批文、受理号或签

收号 65 项，有关成果填补了我国儿童用药

市场的空白，将缓解市场上儿童用药短缺

的现状。

此外，国家卫健委通过重大新药创制科

技重大专项，投入超 6 亿元研究儿童用药；成

立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组织 23 个全国儿科相

关单位，建立“中国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

协作网”，推进儿童用药临床研究。

加快审评审批，激发
创新动力

“儿子终于用上了国产氯巴占！”来自河

南的张女士激动地说，“孩子两岁时确诊了

癫痫病，需要服用治疗药物氯巴占，国产氯

巴占上市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2022 年 5 月，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将仿制

药氯巴占片的上市申请纳入优先审评，用于

2 岁及以上癫痫病患者治疗。9 月，我国首个

国产氯巴占仿制药获批上市。不久后，一批

批氯巴占片走下生产线，陆续进入 20 多个省

份的医院，有效缓解了癫痫病患儿的用药缺

乏问题。

氯巴占片是 2022 年我国儿童用药审评

审批成果的一个缩影。作为药品技术审评

机构，国家药审中心优化儿童用药审评审批

机制，激发产业创新活力。2021 年以来，国

家药审中心组建了儿童用药专项领导小组

和工作小组，设立“儿童用药”特殊标识，将

审批时限缩短 35%，加快儿童用药上市。

国家药监局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共有 66
个儿童用药品种通过技术审评，相较于 2021
年的 47 个有较大幅度提升，其中包含 21 个

优先审评审批品种和 11 个鼓励研发申报儿

童药品清单品种。这些产品加速上市，进一

步满足了患儿用药需求。

破解儿童用药品种少、剂型少等难题，

还要激发企业研发动力。国家药审中心按

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建立了儿童用药研发

审评证据体系，指导企业顺利开展研发。目

前，已发布十多项儿童用药专项指导原则，

完善了儿童用药临床试验和安全性评价标

准，为研发和审评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与审

评依据。

加快引进境外已上市药品，也是满足我

国患儿用药需求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家

药监局会同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遴选并发

布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品种目录，鼓励境外药

企前来申报，并对申报品种建立专门通道开

展审评。我国已先后加快审批治疗脊髓性

肌萎缩症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等 16 个儿童

用药品种，为提高患儿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带

来了新的希望。

加强多方合作，促进
研发生产

“我 国 在 儿 童 适 宜 制 剂 研 发 与 自 主 生

产 、重 大 疾 病 及 罕 见 病 用 药 研 发 等 方 面 ，

仍 与 国 际 领 先 水 平 存 在 差 距 。”王 晓 玲

坦言。

如何攻克儿童用药难题？王晓玲建议，

设立儿童用药研发专项，聚焦前沿问题和关

键技术，整合基础研究与转化应用资源，实

现 儿 童 用 药 特 色 技 术 的 自 主 创 新 和 品 种

转化。

“要 鼓 励 医 疗 机 构 联 合 科 研 院 所 和 企

业，开发可灵活调整药物剂量的新技术、新

方法，建立低龄儿童个性化调剂平台，推动

儿童用药个性化调剂。对于疗效确切、特色

优势明显、不良反应少的儿科医疗机构制

剂 ，简 化 跨 省 调 剂 流 程 ，满 足 临 床 用 药 需

求。”王晓玲说。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院 长 张 抒 扬 提 出 ，在 现

有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儿童用药研发目录，引导优先研发

创制，满足儿科临床用药需求。通过税费

减免、定向补助、定点生产等方式调动企业

参与儿童药品研发的积极性。加强儿童药

品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推进完善成人

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鼓励儿童药

品的国际认证。持续加强规范儿科研究的

技术指导，完善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的

安全保障。

“儿科不同疾病领域面临不同的用药问

题。”倪鑫认为，一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

治疗缺乏适宜低龄儿童的药物剂型和规格，

血液肿瘤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缺乏儿童用药

数据，儿童罕见病患者可用药缺乏等困境在

一定程度上现实存在。

倪 鑫 建 议 ，一 方 面 要 加 大 新 药 研 发 力

度，儿科专家和药品生产企业要加强合作，

开展科研攻关；另一方面，对于国外最新的

确实有效的创新药物，要及时开展适应症研

究 ，及 时 将 其 引 进 国 内 ，让 患 儿 尽 快 有 药

可用。

“儿童用药研发难度大，工艺相对复杂，

生产成本更高，加上用量偏少，一些药企研

发生产的积极性不足。”达因药业负责人杨

杰建议，有关部门应制定儿童用药准入及定

价鼓励政策，让企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从

而激励企业投入更多人力、财力进行儿童用

药研发和生产。

加大研发力度，优化审批程序，提升儿童药品供应保障水平

多措并举呵护儿童健康
本报记者 申少铁

今年前 5个月，34个儿
童用药获批上市；今年 3月，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
实施，新增药品涵盖 22个儿
童用药；今年 1月，国家卫健
委办公厅发布通知，鼓励医
疗机构针对儿童用药开发可
灵活调整剂量的新技术、新
方法，加强个性化给药的标
准化管理和质量控制……

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
鼓励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不
断提升药品供应保障水平。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 者丁怡

婷）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财 政 部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联 合 发 布 的《全 国 住 房 公 积

金 2022 年年度报告》显示，2022 年住房

公 积 金 制 度 惠 及 面 持 续 扩 大 ，全 年 住

房公积金实缴单位 452.72 万个，实缴职

工 16979.57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8.80%
和 3.31%。

推 进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参 加 住 房 公 积

金制度试点方面，截至 2022 年末，重庆、

成都、广州、深圳、常州、苏州 6 个试点城

市，共有 22.03 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

房公积金，其中新市民、青年人占比超

过 70%。

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租购并举支

持缴存人解决基本住房问题的力度更

大。2022 年，支持 6782.63 万人提取住房

公积金，占实缴职工人数的 39.95%，提取

额 21363.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5%。

全年共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47.75 万

笔、11841.85 亿元，重点支持购买首套住

房 、普 通 住 房 及 40 岁（含）以 下 群 体 购

房。贷款利率比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低 0.9—1.35 个百分点，偿还期内

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支出约 2089.02
亿元，平均每笔贷款可节约利息支出约

8.43 万元。

更多住房公积金高频服务事项实现

“跨省通办”，服务渠道更加多样，更加好

办易办。2022 年新增实现了 3 个高频服

务事项“跨省通办”，“跨省通办”服务事

项增加至 11 项，各地共为“跨省通办”业

务设立 3423 个线下专窗和 1043 个线上

专区，全年线上办理住房公积金汇缴、补

缴、提前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分别达 8414 万笔、463 万笔、252 万笔。7666.96 万人通过全国住

房公积金小程序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信息，258.51 万人线上转

移接续个人住房公积金 252.8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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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李昌禹）“56 个民族的乐器同

奏一首歌，很好听！”“其他民族的服装五彩斑斓，我还换装体验

了。”参观完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藏族儿童松保兴奋地说。

“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国家民委邀请来自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儿童福利院的 40 名青少年来到首都北京，参加“三江

源·北京情·中国心——青海玉树藏族青少年北京行”公益活

动。在北京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参观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参

访蒙藏学校旧址，在工人体育场与国安少年足球队一起训练交

流，与首都的孩子交朋友、共欢乐。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中华一脉 同心筑梦——中国

共产党民族工作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主题展”展厅，青少年们驻

足观看了 400 余张老照片、280 多件珍贵展品，认真聆听各民族

有志青年奋力投身革命事业、国家发展的故事。

“青海玉树藏族青少年北京行”公益活动举行

本报北京 6月 8日电 （记者杨昊）“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征

程”巾帼大宣讲走进中华女子学院活动暨“巾帼榜样走进女校思

政课”启动式 8 日在京举行。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

鹰出席并讲话。

在“巾帼榜样走进女校思政课”第一课上，全国妇联兼职副

主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围绕“文化自信、文化传承与女大

学生成长成才”，从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女性独特作

用等方面进行了授课。据悉，“巾帼榜样走进女校思政课”常态

化机制正式启动，思政课将在 11 所中国女子高等院校联盟盟校

轮流举办。

活动中，陈雨佳、青格勒吉日格乐、蒋燕、于菲、欧阳奇等宣

讲团成员生动讲述了各自的巾帼奋斗故事。活动由全国妇联宣

传部、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主办。

巾帼大宣讲走进中华女子学院

本报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杨昊）近日，由全国妇联、中

央网信办主办的 2023 年度“争做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启动仪

式在京举行。

活动现场，2022 年第三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暨“十大

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推选结果发布。“巾帼好网民”代表讲

述了自己积极弘扬网上正能量的故事，反映了广大新时代女性

网民积极向上的蓬勃力量。在“数字新时代 网聚她力量”圆桌

论坛上，7 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女性代表分享了她们眼中的新时

代数字女性力量，激励和启发青年女性投身数字实践。

活动当天，第四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暨“十大争做巾帼

好网民优秀案例”征集活动同步启动。

2023年度“争做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北京 6月 8日电 （记者刘温馨）记者从国家矿山安监局

获悉：截至目前，全国煤矿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已经达到 1300 余

个，有智能化工作面的煤矿达到 694 处、产能每年 21 亿吨。智能

化建设投资总规模接近 2000亿元，已完成投资超过 1000亿元。

截至目前，现场应用的煤矿机器人达到 31 种、1000 台套，约

300 台无人驾驶车辆在 30 余处露天煤矿开展试验。228 处非煤矿

山在破碎、运输、给水排水、在线监测监控与研判等环节实现智能

化。智能化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 0.024，不到平均水平的 50%。

国家矿山安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少人无人为

导向，以数字赋能为重点，通过智能化建设实现矿山开采地面

化、室内化、平原化、少人化，推动各地区加快灾害严重矿山智能

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高矿山本质安全水平。

全国煤矿智能化采掘工作面达 1300余个

■追梦路上R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儒传村的一间工作室

里，一件件风格古朴、技艺精湛的手工艺品有序

陈列：花瓶、装饰画、椰碗、笔筒……很难想象，

这样造型优美的作品，是由不起眼的椰壳雕刻

而来。

坐 在 工 作 台 前 聚 精 会 神 创 作 的 ，是 海 南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椰 雕

艺人柯秋枫。他在涂白的椰壳上用铅笔描画

图案，然后一手按住椰壳，一手紧握刻刀，一

点点地在椰壳表面刻出纹理，手法娴熟、落笔

传神。

“从第一眼看到椰雕，我就喜欢上了这门技

艺。”柯秋枫今年 50多岁，1994年进入原海口椰雕

工艺厂工作，跟工艺厂的师傅学艺 10 年后，他开

始独自从事椰雕工艺品制作。

“通过精细的雕琢，把巧妙的构思融入朴素

的椰壳，赋予它们灵气与生机，这样的过程，让人

十分享受。”柯秋枫说。

传统手工椰雕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一件成

型的椰雕工艺品要经过选料、造模、雕刻、通花、

镶嵌、抛光、修饰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马虎

不得，必须全神贯注，稍有不慎刻刀就会跑偏，

划破手掌或胳膊。”从事椰雕 20 多年，柯秋枫身

上留下了不少伤痕。

2008 年，海南椰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如何让椰雕创作更好地反映时代

发展、反映风俗民情？这几年，柯秋枫一直在思

考和探索。

“椰雕也要与时俱进，融入生活。”他在探索

中发现，现代椰雕更注重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

合，融入当代日常生活的椰雕制品，往往更受大

家的欢迎。

在柯秋枫心中，守护和传承椰雕技艺是自

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这份责任，如今他选

择成为一名“非遗”教师，每周都在海南职业技

术学院开设椰雕课程、讲授椰雕技艺、寻找椰雕

人才。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喜欢这

门艺术，能够把椰雕的技术、椰雕的故事一直传

承下去。”柯秋枫说。

上图：海口市琼山区儒传村的工作室里，柯

秋枫用铅笔在椰壳上绘制即将雕刻的图案。

右图：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椰雕课

上，柯秋枫向学生传授椰雕技艺。

以上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蒲晓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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