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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 彭韵佳）日前，国家组织
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通知，
第六批国家药品集采（胰岛素专
项）中选结果于 2022 年 5 月实
施，具体执行日期以各地发布通
知为准。

截至目前，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已经成功开展 6 批，
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53%，涵盖高
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慢性乙肝
等慢性病和常见病的主流用药。

近年来，药品和高值医用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不断推进。
10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
出，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用市场化机制有效挤压了
医药价格虚高，截至去年底累计
节约医保和患者支出2600亿元，
同时也促进了医药企业将更多精

力投入到产品研发、提高质量上。
以“招采合一、量价挂钩”为

原则的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正对医
药行业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医保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合理确
定采购规则，集采进一步促进企
业公平竞争，同时减少中间环节
成本，打开降价空间，切断医药流
通和使用环节的灰色利益链，净
化医药流通领域，引导价格回归
合理水平。

针对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
采的下一步工作，国家层面也指
明方向，包括：要以慢性病、常见
病为重点，继续推进国家层面药
品集采，各地对国家集采外药品
开展省级或跨省联盟采购；逐步
扩大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面，
对群众关注的骨科耗材、药物球
囊、种植牙等分别在国家和省级

层面开展集采；保证中选药品和
耗材长期稳定供应，加强监管，确
保中选产品降价不降质。医疗机
构要合理优先使用中选产品。落
实集采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
推进薪酬制度改革，合理提高医
务人员收入，更好调动积极性。

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价格招
采室主任蒋昌松认为，国家组织
药品集采有效净化行业生态、提
高集约规模、推动企业升级创新，
同时提高患者用药水平、提高基
金使用效率、推动医改持续深入。

国家医保局介绍，“十四五”
时期将加大药品、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力度，推动集中带量采
购成为主导模式，常态化、制度化
开展药品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持
续扩大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范围。

第六批国家药品集采中选结果
于2022年5月实施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12 日 电（记者 魏玉坤
王悦阳）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数据，2021年全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上涨0.9%，低
于全年3%左右的预期目标。

“2021 年，面对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
品供需失衡的复杂环境，我国物价总体运行在合
理区间，与全球物价明显上行形成鲜明对比，充分
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展示了国家保供稳
价措施的良好成效，成绩来之不易。”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任郭丽岩分析。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2月份，CPI同
比上涨 1.5%，涨幅比上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其
中，食品价格同比由上月上涨 1.6%转为下降
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
1.2%，涨幅与上月相同。

“12月份，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各地区各部门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价，消费市场总体平
稳。”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说。

数据显示，2021年12月份，保供稳价政策效果
持续显现，叠加原油等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
低影响，工业品价格有所回落。全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10.3%，涨幅比上月
回落2.6个百分点。

2021年CPI
同比上涨0.9%

5项污水资源化领域国家
标准发布填补国内空白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
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水回用导则 再生水厂水
质管理》等5项污水资源化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
填补了国内污水资源化领域标准空白，将为我国
污水资源化利用发展和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重要
标准依据。

此次发布的污水资源化领域国家标准包括3
项水回用导则、1项水系统集成优化指南和1项矿
井水利用导则。水回用导则系列标准从再生水分
级、水质管理和技术工艺评价等方面为再生水行
业开展项目规划、设计、运营、评价和管理等工作
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和规范。水系统集成优化指南
提供了钢铁、造纸、酒精等行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
化现状调查、效果评估的具体实施指南。矿井水
利用导则规定了矿井水作为工业用水、生态环境
用水、农田灌溉用水、生活饮用水等相关技术要
求，有效指导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3.46亿人！兑现庄严承诺

我国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

吴俊宽 周畅 王恒志）国家体育总局委
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统计调查日前公布报告。数
据显示，中国已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全国冰雪运动参
与人数达到3.46亿人，居民参与率达到
24.56%。

2021 年 10 月，受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
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统计调查。调查数据显示，
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
达到3.46亿人。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
参与人口为 1.43 亿，中部地区为 0.68
亿，西部地区为 0.84 亿，东北地区为
0.51亿。由于气候原因，东北地区居民
的冰雪运动参与率最高，其后的东部、
西部和中部地区参与率相差并不明显。

数据显示，在2015年以来参与过冰
雪运动的受访群众中，受访群众“个人

自发参与”的比重最高，为92.64%。从
参与冰雪运动的目的来看，选择“娱乐
休闲”的比重最高，为 70.35%，其次是

“强身健体”占比15.78%，选择“兴趣爱
好”的占比11.49%。有近三分之二的受
访群众表示愿意参与冰雪运动，近六成
的受访群众认为当前参与冰雪运动的
氛围较好。受访群众对我国成功举办
2022年北京冬奥会充满信心。

在申办北京冬奥会过程中，中国做
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庄严

承诺。借助北京冬奥会的重大机遇，中
国努力克服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冰雪资
源分布不均、设施服务尚不完善等不
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实施冰雪
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和“四季拓展”战
略，创新扩大冰雪运动产品和服务供
给，完善建立冰雪运动普及推广体系，
打破了冰雪运动时空局限，让冰雪运动
的参与人群从小众走向全民，参与空间
从地区走向全国，参与时间从冬季变为
全年。

这是1月12日拍摄的即将完工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景观。
约7.5米高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日前在位于北京中

轴线的奥林匹克景观大道南端亮相。“冰墩墩”和“雪容融”可爱的造型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新华社记者 李 欣 摄

““冰墩墩冰墩墩”“”“雪容融雪容融””亮相北京中轴线亮相北京中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