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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
呼吁加强道路安全

新华社联合国11月21日电（记者 王建刚）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21日就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发

表致辞，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使世界各地的道路更加

安全。

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全球平均每 24秒就有一人因

道路交通碰撞事故而丧生。今年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

者纪念日的主题强调降低交通速度对防止死亡和重伤的

重要性，尤其是对防止年轻人、行人以及儿童、老年人和残

疾人等易受伤害者死亡和重伤的重要性。

古特雷斯敦促所有国家、企业和公民支持使各国，尤其

是中低收入国家道路更加安全的努力。他鼓励所有会员国

加入联合国有关道路安全的各项公约，同时敦促所有捐助

者通过联合国道路安全基金增加亟需的财政和技术捐助。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道路交通事故每年造成全球

近 130万人死亡、约 5000万人受伤，是导致儿童和年轻人

死亡的主要原因。按照目前趋势，今后十年交通事故还可

能造成约 1300万人死亡、5亿人受伤，且主要集中在中低

收入国家。世卫组织在 10月底发布的《道路安全行动十

年全球计划》中，呼吁各国采取措施，最迟到 2030年把道

路交通伤亡人数降低至少50%。

2005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每年11月
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

提醒国际社会重视道路交通安全。

美国今年新冠死亡病例数
已超2020年全年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1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 21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的新冠死

亡病例数已超过2020年全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1日，

美国自疫情暴发以来累计新冠死亡病例为771108例。这

相当于美国今年已有 385765 例新冠死亡病例，超过了

2020年全年的新冠死亡病例数。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最新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2020年全年有385343例新冠死亡病例。由于缺乏足

够的检测能力确认死因，据信美国 2020年的官方统计新

冠死亡病例数低于实际新冠死亡病例数。

美国是目前全球新冠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最多的

国家。美疾控中心 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

新冠病例47587441例。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

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救助对象范围、救助费用保障范

围、起付标准和救助比例等。

“要重点平衡好效率和公平、共济与托底的关系，筑牢中

低收入家庭托底保障防线。”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同志

就医疗保障托底保障谁、如何托、托到什么程度等问题回答

记者提问。

加快形成多层级医保体系

问：在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上，有哪
些总体考虑？

答：意见聚焦1个目标，即聚焦减轻困难群众重大疾病医

疗费用负担，夯实医疗保障制度托底保障功能，筑牢中低收

入家庭基本医疗保障“安全网”，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为此，意见明确5项重点举措，包括科学确定救助对象范

围、强化三重制度综合保障、统筹完善救助托底保障方案、建

立健全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注重发挥慈善救助与商

业健康保险等补充保障作用。

此外，要强化 4个配套措施，从服务、组织、资金、能力

等要素保障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包括规范经办管理服务、

强化组织保障、加强基金预算管理、提高基层能力建设水

平等。

救助对象范围进一步延伸

问：救助对象范围有什么新变化？
答：对象分类管理更精细。在做好低保、特困、易返贫致

贫人口等低收入人口救助的同时，延伸覆盖低保边缘家庭、

因病支出困难家庭重病患者。意见继续以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为重点救助人群，同时规范救助对象管理：

一是优化救助对象分类。以收入困难和医疗费用负担

为导向，细分救助对象类别，明确覆盖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等低收入人群。

二是对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实施救助。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考虑支出困难因素，将因高额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

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并要求省级相关

部门明确认定条件。

三是对地方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允许因地制宜，

按照其对应的救助对象身份类别，给予相应救助。

起付线以下个人自付费用纳入救助保障

问：救助费用保障覆盖范围是什么？
答：意见规范救助费用，满足基本保障需求。救助费用

主要覆盖救助对象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因慢性

病需长期服药或患重特大疾病需长期门诊治疗的费用。由

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原则上应符

合国家有关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规定。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下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

费用，按规定纳入救助保障，降低“门槛费”负担。

对于基本医疗保障政策范围外的费用，在完善多层次医

疗保障制度体系中已有统筹考虑，包括稳定巩固保障水平、

综合降低就医成本、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等。

托底措施重点向大病慢病患者倾斜

问：在统筹优化托底保障机制上是如何考虑的？

答：意见着眼于促进救助制度公平、可持续发展，提出了

夯实医疗救助托底功能的相关措施。

除规范救助费用外，意见还确定了基本救助水平。按照

经济越困难、医疗负担越重，救助水平越高的原则，合理设定

待遇支付“三条线”。比如，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原则上取

消起付标准，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支出困难重病患者参

照统筹地区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设定不同起付

标准，避免救助资金“撒芝麻”。

救助比例上，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按不低于70%救助，其

他救助对象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略低于低保的救助比例。

年度救助限额也根据基金实际支撑能力合理确定。

同时，意见进一步完善托底措施，重点向大病慢病患者

倾斜。从原有住院和门诊慢特病保障项目分设、资金分别管

理，调整为统一项目、统筹资金、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对经三

重制度保障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救助对象，由地方根据实

际对其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再给予倾斜救助。

针对仍有部分特殊重大疾病患者反映负担较重问题，意

见在总体制度设计中做了统筹考虑，包括统筹实施三重制度

综合保障、优化管理服务降低医疗成本、发展补充保障满足

多元需求。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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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11月22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环卫工人在清扫落叶。
近日，安徽省各地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幅下降。面对冷空气来袭，户外工作者在寒风中坚

守岗位，传递温暖。 新华社发 葛传红/摄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22日从工

信部获悉，工信部发布第二批“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

景和重点行业实践。厂区智能理货、全域物流监测……这些

正作为典型应用场景，在越来越多的生产、制造环节推广。

“5G+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入，为智能制造提质增效。

5G和工业互联网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

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加快 5G基站建设和

行业虚拟专网规模化发展，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进企业、进

园区、进产业集群。“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在很多领域

展开实践。

生产制造领域，通过独立 5G专网，浪潮 5G产品支撑东

风商用车有限公司实现整车生产线自动化配件运送系统的

智能化升级，生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26%；在用能服务上，将

无人机巡检大数据和图像视频大数据结合，国网嘉兴供电公

司对输电杆塔进行隐患精细化排查，确保区域可靠供电；在

设备检测方面，泉州水务集团与百度智能云合作，实现设备

运行检测的智能识别与管理，有效降低生产风险……

据悉，“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已在采矿、电力、

钢铁等 22个重点行业深度应用，快速推广。工信部总工程

师韩夏说，5G、工业互联网支撑实体经济降成本、提质增效、

绿色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显现。

在工信部发布的第二批“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

景和重点行业实践中，包括利用边缘云平台实现生产制造

状态实时透明化、可视化，通过内置 5G模块的仪器仪表实

现企业生产能效状态检测等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升

级的场景。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将聚焦产业共性技术供

给，大力推行“揭榜挂帅”机制，实现工业模组、传感器、关键

软件等领域的快速研发和产业化。全面推进 5G、工业互联

网等数字技术的产业化、规模化应用。通过抓示范、树标杆、

建园区，遴选一批专业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建设一批5G全连

接工厂，做优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一批复合型专家人

才队伍，带动千行百业提质增效升级。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 胡璐）
作为我国第一部地下水管理的专门行政法

规，《地下水管理条例》日前发布。水利部副

部长魏山忠22日说，条例聚焦地下水超采、污

染突出问题，强化地下水节约保护、超采治理

和污染防治。

他是在当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魏山忠介绍说，地下水具有重要的资源

属性和生态功能，还是重要的水资源战略储

备。2020年全国地下水资源量 8553.5亿立方

米，其中，与地表水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为

1198.2亿立方米。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

组织开展了划定地下水超采区、建立地下水取

水总量和水位“双控”指标、推进华北地区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国

地下水年开采量从2012年达到最高1134亿立

方米后，2020年回落至892亿立方米。

据了解，当前我国地下水保护利用还存

在局部超采严重、污染问题突出两方面问

题。全国21个省区市存在不同程度的超采问

题，个别地区甚至存在开采深层地下水问题。

魏山忠表示，条例主要从六方面作出重

要制度安排，包括规定地下水调查评价、地下

水保护利用和污染防治规划、地下水储备三

项基础性制度；建立地下水“双控”、地下水取

水计量、地下水资源税费征收等制度，明确严

格地下水取水许可申请条件、防止地下工程建

设不利影响、禁止开采难以更新地下水等措

施，推动节约、保护地下水；划定地下水超采

区、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推动实施地下水

超采治理；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严格

地下水污染管控的措施；建立国家地下水监测

站网和地下水监测信息共享机制等。对超采、

污染地下水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他说，水利部将抓紧完善相关制度，加快开展新一轮地

下水超采区划定，推进地下水“双控”指标确定，加快推进地

下水超采治理，强化地下水监管和水行政执法，保护好、利用

好地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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