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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商 旸 杨笑雨 白光迪

本报北京 5月 22日电 （记者孙秀艳）国家医保局近日

印发通知，要求做好 2024 年医药集中采购提质扩面工作。

通知提出加强区域协同，提升联盟采购规模和规范性，明确

行业预期，持续巩固改革成果。

通知要求，扩大联盟范围，形成全国联盟集中采购。在

国家组织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国

家组织集采”）的基础上，加强区域协同，将条件具备的省级

联盟采购提升为全国性联盟采购（以下简称“全国联采”）。

全国联采要规范、高效开展，做好执行监测，增强效果；公平

对待各类经营主体，严防“地方保护”。

加强统筹协调，合理确定采购品种。在集采品种选择

上加强统筹协调，做到国家和地方互为补充。国家组织集

采重点针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以及聚焦价格虚高、群

众反映强烈的高值医用耗材。全国联采重点覆盖国家组织

集采以外品种，以及采购金额大、覆盖人群广的“大品种”，

持续扩大集采覆盖面。

聚焦重点领域，积极推进 2024 年集采扩面。药品方

面 ，开 展 新 批 次 国 家 组 织 集 采 ，做 好 胰 岛 素 和 前 几 批 集

采药品协议期满接续采购；重点指导湖北继续牵头中成

药 集 采 、山 东 牵 头 中 药 饮 片 集 采 、河 南 牵 头 国 家 组 织 集

采可替代药品集采、三明联盟开展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

用药集采等药品全国联采工作。耗材方面，国家组织开

展新批次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和人工关节接续采购；重点

指导安徽、江西、广东等 7 省份牵头体外诊断试剂、超声

刀、结扎夹、冠脉切割球囊、血管介入等医用耗材全国联

采工作。

医药集采今年将提质扩面
条件具备的省级联盟采购可提升

为全国性联盟采购

本报南宁 5 月 22 日电 （记者庞革平）近年来，广西

壮族自治区大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充分

发挥区域医疗中心优势，聚焦群众看病就医需求，促进医疗

人才、技术、管理等要素下沉基层，提升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广西加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自治区区域医疗中

心项目建设，定向输出优质医疗资源。目前，3 家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4 家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均已挂牌运营，总体进

展顺利，取得较好成效。

据介绍，广西以基层为重点，着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通过开展“千县工程”、“组团式”帮扶、三级医院对口帮

扶等，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

力。立足县级医院实际，加强急诊急救中心建设，提升县级

医院危急重症患者救治能力。

广西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 吃 饭 有 着 落 ，方 便 还 便 宜 ，暖 胃 又 暖

心。”正是饭点，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中天社

区敬老餐厅内人声鼎沸，不少家住附近的老

人选择来敬老餐厅吃一顿热乎饭。

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一顿热乎饭，是

关键小事，也是民生大事。截至 2023 年底，吉

林省 60 周岁以上人口 626.83 万人，占全省总

人口的 26.79%。近年来，吉林省聚焦老年人

就餐需求与实际，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

理、共建共享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逐步实现

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

靠、持续发展。

今年，吉林省民政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省财政厅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积极发展老

年助餐服务的实施方案》，部署进一步满足社

区居家老年人就餐服务需求，要求 2026 年及

以后，老年助餐服务进一步向城乡社区（村）

延伸，老年人较多且居住集中、助餐服务需求

较高的社区（村）实现全覆盖，切实提升老年

助餐服务水平。

灵活多样解决农村老人
助餐需求

细雨蒙蒙，不到 11 点，吉林省通榆县向

海蒙古族乡复兴村的孝老餐厅已坐满银发

苍 苍 的 老 人 ，边 唠 家 常 边 等 待 着 可 口 饭 菜

上桌。

“开饭咯！”10 余平方米的餐厅内菜香四

溢，一大盆茄子炖鱼被厨师侯凤云端上餐桌，

“别急，还有一盆菜！爱吃啥和我说，多给盛

点。”刚放下满盆的荤菜，侯凤云又快步走向

厨房，端出一盆青椒炒鸡蛋，随即拿起餐盘挨

个盛菜。

“这俩菜好，我都爱吃。”86 岁的老人马占

江笑着接过装得满当当的餐盘，拿起筷子慢

悠悠吃起来。

在多部门扶持下，2021 年 5 月，复兴村孝

老餐厅正式开业。村里 70 周岁以上的老人都

可以到餐厅来享受每天两顿的免费餐食，基

本满足老人们的吃饭需求。

“省里有政策和资金扶持，加上村集体出

一些，共同建起孝老餐厅，得让咱们村这些老

人过上好日子。”复兴村党支部书记孙宏良介

绍，每顿正餐保证一荤一素，食材由专人定点

购买，保障吃得安全健康。

近年来，吉林省系统性推进老年助餐工

作。在乡村，老年食堂主要依托农村养老大

院或农户闲置用房建设，资金主要由省级层

面统一安排，重点关注经济困难、高龄、残疾、

留守等农村老年人。

“在具体运营上，主要依靠村干部以及

热心的志愿者提供助餐服务。对行动不便、

距离较远的老年人，我们还将积极探索送餐

上门的方式，满足他们的就餐需求。”吉林省

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袁金洪介绍。与此

同时，吉林省还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选

择具备条件的家庭设立助老餐桌，同村同组

老年人自我服务、自供食材，抱团解决就餐

难题。

探索多种敬老餐厅运营
模式

小鸡炖蘑菇、萝卜炖牛肉、清炒西蓝花、

醋熘土豆丝……中午时分，长春市净月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博硕街道彩宇社区敬老餐厅

内，20 余道菜品荤素搭配，整齐排列在自助餐

架上，两侧已排起长队，老人们拿着餐盘按需

取用。

“大娘，您今年多大年纪了？”“72 岁。”“您

可以刷敬老助餐卡，60 岁以上老人在咱这吃

饭有折扣。”餐厅进门处，工作人员细致询问

着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协助办理就餐优惠。

“社区范围内小区较多，老年人不少，其

中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是 独 居 老 人 ，做 饭 较 为 困

难。在家门口吃上一口热乎饭成为老年人集

中反映的诉求。”彩宇社区党委书记杨超说，

“社区曾想过自己办老年食堂，但资金和人手

等现实条件都不允许，一度搁置了该想法。”

为推动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吉林省积

极探索多种运营模式。

“公建民营、社会合作是现阶段长春市

敬老餐厅建设运营的主要方式。”长春市养

老管理服务中心养老示范指导科科长赵丹

鹏 介 绍 ，公 建 民 营 敬 老 餐 厅 主 要 是 利 用 住

宅 小 区 配 建 的 社 区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用 房 、国

有 闲 置 用 房 等 ，采 取 以 奖 代 补 方 式 进 行 建

设，建成后交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运营，并

允 许 其 向 社 会 开 放 运 营 ，以 获 取 的 微 利 持

续运营。社会合作敬老餐厅则主要是通过

签订合作协议、授牌经营等方式，依托现有

餐 饮 服 务 企 业 进 行 建 设 ，为 老 年 人 提 供 就

餐服务。

今年 3 月，经公开招募，彩宇社区敬老餐

厅正式营业。“餐厅属于公建民营的形式，场

地由街道提供，我们负责具体运营。”餐厅负

责人王旭东介绍，餐厅以自助餐形式运营，每

顿饭 15 元，目前平均每天约有 100 人次用餐，

老年人用餐比例约为 30%。

在家门口吃上一口热乎饭，不仅是老年

人生活所需，更是子女心之所系。吉林省根

据辖区老年人口规模、用餐需求、服务半径和

现有餐饮资源状况，制定老年助餐服务场所

布局规划，城市按照“一刻钟”就餐服务圈合

理布局。“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吉林省累计建

成社区老年食堂 549 个，累计服务老年人 564
万人次。在省会长春，已初步形成了社会餐

饮企业合作、企业食堂开放、养老机构示范、

小区物业参与等多元化敬老餐厅建设模式。”

袁金洪说。

建设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
场所

“老伴儿，这个菜你得少吃点，你看这显

示脂肪挺高的。”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中信城社区益食号智惠食堂内，81 岁的

杨大爷将盛好菜的餐盘放置在菜品前的自动

称重面板上，饭菜重量、营养成分、消费金额

即刻在屏幕上显现。

敬老席、急救医药包、公共轮椅、扶手……

餐 厅 内 的 小 变 化 ，饱 含 对 老 年 人 的 温 暖

关怀。

“了解到周围居民的诉求后，我们在开业

不久便申请成为敬老食堂，适当调整饮食口

味，食材要尽量烹饪得更软烂些，并进行适老

化改造，力所能及为周边老人提供服务。”该

餐厅负责人孙迪说。

“目前，全市敬老餐厅实行统一编码管

理，在室外醒目位置统一加挂‘敬老餐厅’标

识。同时对餐厅的老年人用餐区域进行了

规范设计，餐厅的出入口、卫生间等关键位

置进行适老化改造，让老人享受到比普通餐

厅更安全更贴心的养老助餐服务。”赵丹鹏

介绍。

小小助老餐，惠及大民生。在老年助餐

服务场所建设上，吉林省在积极响应国家文

件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清晰明确的划分

和区别，坚持分类实施，明确要求多渠道布

点，建设布局合理的老年助餐服务场所。鼓

励各地通过“新建改建一批”“完善拓展一批”

“社会合作一批”“互助共建一批”，盘活现有

存量可利用资源，多渠道增加老年助餐服务

场所。

“ 具 体 而 言 ，主 要 利 用 现 有 闲 置 房 产

资 源 、现 有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现 有 社 会 餐 饮

企 业 积 极 推 进 。”袁 金 洪 介 绍 ，将 充 分 挖 掘

新 建 小 区 配 建 的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老 旧 小 区

补 建 的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学

校 、国 有 企 业 、农 村 等 闲 置 房 产 资 源 ，因 地

制 宜 改 建 一 批 老 年 助 餐 服 务 场 所 。 同 时 ，

鼓 励 支 持 具 备 条 件 的 养 老 机 构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学 校 等 食 堂 向 居 家 老 年 人 开

放 ，并 支 持 具 备 条 件 的 城 乡 社 区 、综 合 嵌

入 式 社 区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老 年 人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农 村 养 老 大 院 等 拓 展 完 善 助 餐

功 能 。

目前，吉林已经建成了一批老年餐厅，今

年还将建设 1300 个，确保每个街道建成 2 个，

每个乡镇至少建成 1 个。

聚焦老人就餐需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合理布局供餐场所—

吉林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更可及更实惠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郑智文

核心阅读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老年
人实际需求，积极构建覆盖城
乡的助餐服务网络。严格食
材管理，保障安全健康；注重营
养搭配，菜品经济实惠；合理布
局场所，提高用餐便利度……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
就能吃上暖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