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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洪宁）
近日，武邑交警大队民警在
辖区腾达大街查获一起醉驾
交通违法行为。

当日23时40分许，执勤
民警检查过往车辆中，现场
对驾驶人张某进行了呼气式
酒 精 检 测 ，结 果 显 示 为
151mg/100ml，后经血检，结
果为 188.73mg/100ml，张某
已构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据了解，当晚张某和朋
友聚餐，喝了一杯白酒和一
瓶啤酒，自认为喝得不多，
于是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回
家，不料被执勤民警逮个正
着。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张某被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驾驶证，同时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喝了白酒喝啤酒 男子醉驾被追刑责

本报讯（记者张洪宁）12
月 27日晚，武邑交警大队在
辖区查获一起酒驾交通违法
行为，驾驶员郭某竟上演“花
式”吹气企图逃避处罚。

20时40分许，执勤民警
在辖区开展酒醉驾夜查行动
时，对驾驶员郭某进行呼气式
酒精检测。不料郭某开启“表
演”模式，要么故意缓慢吹气，
要么假装用力吹气，要么吹气
时长不足，变着法儿“假吹气”
不配合检测。在民警再三警
告下，郭某直到吹到第 10次
才才检测成功，结果为54mg/

100mL,系酒后驾驶。经询问
得知，郭某在朋友家吃饭，喝
了两杯白酒，觉得离家没多
远，天气这么冷，民警应该不
会出来查车，便侥幸开车回
家，结果被抓个正着。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郭
某被民警罚款 1000 元、驾
驶证记 12分并暂扣 6个月。

“花式吹气”不管用 男子酒驾被查处

2021年，哪些与你有关的事儿“上了
热搜”？盘点健康领域，三孩生育政策发
布实施、74种新药被纳入新版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多批集中带量采购的药品和高值
医用耗材价格大幅降低，这些事儿值得好
好说说。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继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21年，我国

迎来人口与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历史性调
整。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决定》对外发布，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实施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
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决定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
持举措，涉及卫生健康、教育、财政、税务
等诸多领域，以期减轻家庭后顾之忧。

为了让政策福利早日惠及民众，我国
加快推进立法进程，仅仅一个月后，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完成修改。随后，多地陆续

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
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每人每年享受累

计10天的育儿假；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
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60日，男方享受陪
产假15日……多地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条例
中，假期保障等方面的规定让人眼前一亮。

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
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启动实施母婴安
全行动提升计划、完善生育登记制度……
随着有关部门和地方不断制定、细化政策
实施方案，更多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有望来
到百姓身边。

74种新药进医保 218种药品集采
再降价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又有新药
好药进账——74种新药被纳入新版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涉及肿瘤、高血压、精神
病、抗感染、罕见病等多个领域。

医保专家介绍，这一年共有23个国产重
大创新药品进入国家医保谈判，最终有22个
谈判成功，进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自2017年起，我国每年组织开展医保
药品谈判，通过谈判准入，将许多临床必

需但价格昂贵的独家药品大幅降价纳入
医保药品目录，降低参保患者的用药负
担。与原市场价格相比，通过谈判降价和
医保报销，2021年这次目录调整预计2022
年可累计为患者减负超过300亿元。

挤药价水分、降患者负担，药品集采
持续发力。2021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从覆盖范围、采购
规则等方面提出药品集采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的具体举措。

2021年，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第四、
第五和第六批国家药品集采。包括本年度
前两批在内，目前共计五批国家组织药品
集采已在全国范围内落地，覆盖 218种药
品，平均降价54%，节省费用超2000亿元。

平均降价82%！高值医用耗材集采
“国家队”再出手

继冠脉支架迈入“千元时代”后，2021
年，集采高值医用耗材再度“发力”。

人工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万元降至
约 7000元，人工膝关节平均价格从 3.2万
元降至约5000元……2021年9月，第二批

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集采“瞄
准”人工关节，平均降价 82%，预计每年可
节约费用160亿元。

而患者已于 2021 年 1 月用上平均降
价 93%的集采中选冠脉支架。不但如此，
为配合降低患者负担，国家医保局还指导
外地患者占比大、现行价格低于全国中位
价格的省份，配套调整冠脉手术价格，冠
脉支架3项手术费用已调至8300元左右。

近年来，医用耗材集采渐成地方常
态。据国家医保局介绍，目前，所有省份
均以独立或联盟形式开展医用耗材集采，
覆盖导引导丝、吻合器、补片、胶片、冠脉
球囊、人工晶体等医用耗材。

2021年 6月，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发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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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展国
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加以总体规范，
为扩大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范围、
进一步降低患者医药负担明确方向。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集
采将成为公立医院采购的主导模式，惠及
广大群众。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三孩，来了！新药，进了！耗材，降了！
——2021，这些“民生热点”值得关注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彭韵佳

2021 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继续发
力。截至发稿时，第二轮第三批、第四批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已完成，第五批正在进
行中，已集中曝光 17 个省份、2 家央企共
80余个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折射出生态环境领域哪些
重点难点问题？未来督察向何处发力？

破坏长江、黄河生态屡被曝光，知名
景区被点名冲上热搜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站位高、敢碰硬，
涉及国家生态战略的大江大河成为督察
重点。破坏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的行为屡次遭到严厉批评。

曝光案例涉及长江流域的问题主要
集中在以下方面：尾矿库废水直排长江；
超标污水排江；违规采砂、侵占岸线、废旧
船舶滩涂拆解；推进磷石膏资源化综合利
用不力；长江沿岸违规建设化工项目等。

督察组向各地反馈的情况也重点提
及污染型产业、企业向长江上中游地区转
移，“三磷”污染，尾矿库威胁环境安全，未
落实禁渔期和禁渔区相关规定等问题。

与黄河流域相关的案例及反馈情况，
则主要聚焦于引黄河水“人工造湖”、非法
倾倒废渣、违规取水、湿地生态保护不力
等。

为何“一江一河”成为督察重点？
事实上，2016年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发

展规划纲要和 2021年出台的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以及今年
3月正式施行的长江保护法、刚刚提请审
议的黄河保护法草案，都凸显出重要流域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解决相关问题的紧迫
性。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表示，“十四五”开局之年，督察重
点聚焦长江、黄河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
战略部署，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此外，督察发现的重大环境污染事
件、知名景区生态破坏问题成为公众关注
热点。

80余个典型案例中，涉及破坏生态的
有近 30个之多，主要包括非法开采、过度
开发、非法建设等。

此前督察通报的滇池长腰山过度开
发、黄山太平湖违规开发项目 4年未整改
等问题，均冲上微博热搜，全社会高度关
注。

一些共性问题多次被点名
随着督察深入推进，地方环保意识日

益提升，破坏严重、触目惊心的问题相对
减少；与此同时，一些问题多次出现，颇具
共性。

——“两高”项目违规上马问题突出。
从今年4月进行的第二轮第三批督察

开始，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就成为督
察的重点之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问题也是“今
后各批次督察的重点内容”。

在80余个典型案例中，有十几个案例
涉及这一问题，包括“两高”项目未批先
建，去产能工作落实不到位等。

督察组在向各地进行反馈时指出，一
些地方“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冲动仍然存
在，一些地方“两高”项目管控不力，一些
地方“两高”项目违规问题突出等。

这些问题高频发生，反映出一些地方
产业结构依然不合理，一些干部对推动经
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紧
迫性、重要性仍然缺乏清晰认知。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公开案例中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有 20

余个。督察组向各地反馈督察情况时也
反复提到，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建
设滞后”，其中涉及污水管网、污泥处置、
生活垃圾及渗滤液处理等问题。

例如，第二轮第三批督察的山西、辽

宁、安徽等8个省份全部存在管网问题，突
出体现在管网改造迟缓滞后、污水直排河
道、污水处理厂低效运行等方面。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滞后，也是共
性问题。有些地方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
行占比超过 50%；焚烧厂建设滞后、垃圾
渗滤液积存和直排等，在多地都是“老大
难”问题。

这些普遍性问题的背后，暴露出一些
地方在认识与行动上的问题。正如督察
反馈中指出的，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环
境保护存在“缓一缓”“歇口气”的想法；一
些领导干部抓生态环境保护“说起来重
要、忙起来次要”；一些地方在推动解决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方面不敢担当作为。

督察组还发现，一些地方与督察组玩
“躲猫猫”的把戏——有的将督察组踪迹
向有关企业通风报信；有的闻风而动虚假
整改；有的一问三不知，推脱是历史遗留
问题。

督察发挥了哪些作用？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表示，督察就是要引导地方协调处
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协同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督察工作的突
出特点。“推动解决一大批老百姓身边突
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督察带来的明显
成效。

第二轮第三批督察，8个督察组受理
转办2.9万余件群众举报。第二轮第四批
督察，7个督察组受理转办2.8万余件群众
举报。第二轮第五批督察，截至目前 4个
督察组已经受理转办 0.6 万余件群众举
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 2015年督察试点以来，累
计受理转办群众举报27万多件，绝大多数
已办结或阶段办结。根据地方上报情况，

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共明确 3294项整
改任务，90%以上已完成整改，解决了一批
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问题背后是责任。督察人员常说，要
见人见事见责任。

“云南玉溪杞麓湖污染治理治标不治
本水质长期得不到改善”典型案例曝光
后，云南省对6家责任单位和29名责任人
严肃追责问责。

督察组在向被督察对象反馈情况后，
还会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
对失职失责问题，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
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

此外，督察推动地方对问题一抓到
底。通报问题后，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多
次作出批示，一些地方省委书记、省长现
场督导检查，推动整改工作。相关市县迅
速行动，采取有力举措，切实推动问题整
改。

不少地方还建立问题整改跟踪调度
和盯办督办机制，落实责任单位，并积极
开展同类型问题排查整治，以点带面系统
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治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和各
督察组会对通报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
底，采取盯办、调度、督办等措施，指导推
动地方彻底解决问题。

督察有效强化了地方领导干部对生
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一位地方生态环境
厅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更多人开始意识
到，督察不会是“一阵风”，地方政府要算
长远账、算大账，企业则越早进行环保治
理，越能更多获益。

同时，督察也会倒逼地方产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助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有地方干部表示，地方的经济发
展 规 划 中 ， 可 持 续 发 展 成 为 重 要 考
量。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曝光80余个典型案例释放哪些重要信号？
——2021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年终盘点

新华社记者 舒静 高敬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记者高蕾）记者 30 日从民政
部获悉，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
第一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
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将于
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据了解，《养老机构服务安
全基本规范》已于2019年12月
27日批准发布。规范规定了养
老机构服务安全的基本要求、
安全风险评估、服务防护、管理
要求等内容，划出了养老机构
服务的安全“红线”。为了让养
老机构做好充分准备、顺利过
渡到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规
范设置了两年过渡期。2022年
1月1日，规范将生效实施。

“规范正式生效实施，意味
着全国所有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年人都将受到这个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保护，所有养老机构也将
受到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约
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
李邦华介绍，下一步，民政部将
加强行政检查、进一步完善标准
与综合监管制度衔接，推动强制
性国家标准落实到位，同时加强
对不达标机构的帮助指导。

此次发布会上，民政部还
发布了《养老机构老年人跌倒
预防基本规范》《养老机构膳食
服务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洗涤
服务规范》《养老机构老年人营
养状况评价和监测服务规范》

《养老机构服务礼仪规范》《养
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
范》《养老机构接待服务基本规
范》《养老机构康复辅助器具基
本配置》等8项行业标准。

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党委
书记甄炳亮表示，配套出台的
相关行业标准与《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国家
标准互为依托。

“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底线标
准，养老机构要树立底线思维，
对强制性国家标准条文逐条学
习，消化落实到具体部门具体岗
位、具体流程环节，不折不扣实
施。配套行业标准是自愿采用
的推荐性、辅助性标准。各养老
机构要结合自身实际，对照机构
运行要求，积极吸收为我所用，
进一步形成机构自己的标准体
系，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水平。”甄炳亮说。

我国养老服务领域首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12月30日，江苏省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杨柳青校区的学
生手持主题字样，喜迎新年。

元旦将至，各地多所学校举行迎新年主题活动，孩子们通过
游戏、联欢等方式，在欢声笑语中迎接2022年。

新华社发（孟德龙 摄）

新华社南京12月30日电
（记者何磊静）记者从江苏省交
通运输厅获悉，苏锡常南部高
速公路常州至无锡段 30 日正
式通车，国内最长湖底隧道
——太湖隧道同步实现通车。

记者了解到，苏锡常南部
高速公路常州至无锡段全长
43.9 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
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其中太
湖隧道长10.79公里，横断面采
用折板拱两孔一管廊形式，两
侧行车孔单孔净宽17.45米、净
高7.25米。

据介绍，太湖隧道工程施工
难度大，集超长水中围堰、长大
深基坑、多种支护形式施工于一
体，围堰打设钢板（管）桩总长
4.2万米，浇筑砼总方量 200余
万立方米，隧道基坑开挖土方超
1000万立方米。同时，结合5G、

北斗精确定位、多目标雷达跟踪
等技术，通过视觉疲劳唤醒系
统、交通事件检测及预警系统、
智能无极调光照明系统等，打造
了一条智能隧道。

值得一提的是，为做好水
下防水，太湖隧道项目团队研
发了“三重六层”防水施工技
术，采取混凝土结构自防水、设
置止水带和隧道外包防水等，
实现了太湖隧道“滴水不漏”的
建设目标。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常州
至无锡段是江苏省“十五射六
纵十横”高速公路规划网中“十
五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
三角地区重要的城际交通要
道。项目通车将有效缓解沪宁
高速公路车流饱和的状况，进
一步促进长三角交通、旅游、产
业等融合发展。

国内最长湖底隧道正式通车

新华社西安12月30日电
（记者张斌）29 日 22 时 52 分，
陕西首批铁路运输的抗疫生活
物资，搭乘 57999 次列车抵达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西安
国际港站，共计 158.2 吨的面
粉、大米、蔬菜等物资将从西安
国际港站紧急转运，分拨到西
安市多地，保障市民生活需要。

当前陕西省内的西安市、
延安市等地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为保障当地群众的生活物
资需求，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政府紧急筹集 177.2 吨生活物
资驰援西安市和延安市。

29日17时许，这批抗疫生
活物资从西安铁路局榆林车站

货场装运，20 时左右，列车到
达延安车站，19吨抗疫生活物
资及时卸车后，57999 次列车
继续疾驰西安。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障援助
物资快速抵达西安、延安等地，
公司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制定
了专题运输方案，保证货到即
装，装好即走，到达即卸，全力
确保抗疫援助物资第一时间送
到市民手中。

记者了解到，西安国际港
站作为铁路运输支援西安市抗
疫物资的终到站，后续将有更
多通过铁路运输的抗疫物资抵
达这里，奔向各个疫情防控点。

菜来了！首批铁路运输的抗疫生活物资抵达西安
新华社莫斯科12月 29日

电（记者黄河） 俄罗斯总统普
京 29 日说，“北溪-2”天然气
管道投产前准备工作已经就
绪。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
普京当天在以视频形式召开的
俄秋冬供暖季保障工作会议上
表示，俄罗斯及其合作伙伴已
经完成“北溪-2”天然气管道
投产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决定
权在欧洲伙伴的手中。

他说，一旦欧洲方面同意
“北溪-2”天然气管道投入运
行，俄方将立刻开始输气，这
意味着每年会有 550 亿立方米
天然气被输往欧洲。这将有助
于降低欧洲天然气价格。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
司 总 裁 米 勒 在 会 上 介 绍 说 ，

“北溪-2”天然气管道第二条
支线的注气工作已于当天完
成。

“北溪-2”天然气管道从
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
国，项目管道由两条支线组
成，可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天
然气输送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
家。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今
年9月宣布，“北溪-2”天然气
管道建设已全部完成，计划在
今年年底前投入运营。

美国长期以来反对“北
溪-2”项目，称其为俄罗斯地
缘战略项目。俄政府称美方阻
挠这一项目意在挤占俄罗斯能
源市场份额，企图向欧洲高价
兜售更多美国天然气。受各种
因素影响，“北溪-2”项目迟
迟未能获批投入运营。

普京：“北溪-2”天然气管道投产前准备工作就绪

新华社巴黎12月29日电（记者陈晨）法国卫
生部长韦朗29日说，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超过 20万例，达 208000例，为疫情暴发以
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

韦朗说，法国现有活跃病例超过 100 万例。
从疫情数据来看，法国的疫情形势在“急转直下”。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法
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953 万例，累计死亡

123372例。目前有17856名新冠患者在医院接受
治疗，其中3469人为重症患者。

据报道，为遏制疫情蔓延，法国首都巴黎已
取消官方新年庆祝活动，并将从 12月 31日起再
次实施户外强制戴口罩措施。此外，法国政府日
前宣布，将从2022年1月3日起实施多项防疫新
措施，包括要求企业让员工每周至少居家办公3
天等。

法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20万例突破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