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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医保用药范围会影响患者吗？不会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消费券带动旅游市场升温
本报记者 张 雪

本版编辑 孟 飞 李 苑 美 编 高 妍

总体上看，全国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基金保障能力稳健可持续。实现

医保用药范围全国基本统一，不会增加患者负担，还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医保药品目

录、提高群众异地就医便利性，为广大参保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保障服务。

日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布发放总

额不超过 3000 万元的京郊住宿消费券，近万

家京郊酒店、乡村民宿可享受 5 折优惠，最

高补贴不超过 1000 元。这项措施迅速得到了

市场正向反馈：消费券零点在去哪儿旅行

APP 上线后，首单用户从领券到下单只用了

51 秒时间，就以 756 元的价格成功预订酒店

房间。

消费券的发放除了拉动京郊住宿消费的

预订量，也对周边景区的预订量增长有明显

带动作用。去哪儿网大数据显示，随着京郊

住宿的搜索热度攀升，密云古北水镇、昌平

十 三 陵 景 区 、 怀 柔 青 龙 峡 、 通 州 环 球 影

城、大运河游船等景区的搜索热度也骤增

近 4 倍。同样，在浙江旅游消费券重启发放

首日，飞猪旅行网上浙江区域的酒店订单量

环比增长 2 倍以上，度假产品订单量环比也

增长近 2 倍。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暑期旅游市场回

暖的背景下，京郊住宿消费券的发放，可谓

恰逢其时。”去哪儿网总裁勾志鹏分析，消

费券的发放有利于暑期放假的学生、休年假

的亲子家庭和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等群体消费

需 求 的 释 放 ， 将 带 动 北 京 旅 游 市 场 强 劲

复苏。

孟德刚在北京怀柔经营一家民宿，他表

示，自从 5 月底北京宣布门头沟、平谷、怀

柔、密云和延庆 5 个区各类酒店、民宿、农

家乐恢复正常接待服务后，周围民宿的生意

逐渐恢复，随着住宿消费券的发放，他家每

天都会有两三单客人来核销消费券。“暑期

是旅游旺季，受疫情影响很多游客选择周边

游，周五、周六目前都是满房状态，政府给

消 费 者 和 商 家 免 费 发 红 包 有 力 拉 动 了 消

费。”孟德刚说。

除了北京，各地也陆续发放文旅消费

券，比如，云南今年暑期发放 1.41 亿元文

旅消费券、加油券，四川在文化和旅游消

费季活动期间陆续发放文旅消费券 2.27 亿

元等。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马力介

绍，为促进旅游市场复苏，今年下半年，文

化和旅游部还将策划实施一系列促进文化和

旅游消费的行动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协调

有关平台企业以其自身营销计划、与地方政

府合作项目为基础，实施专项促消费活动，

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创新营销模式和惠民方式，满足居民消

费需求；会同中国银联持续实施“百城百

区”文化和旅游消费助企惠民行动计划，对

纳入计划支持范围的文化和旅游小微企业银

联二维码交易产生的手续费，按照一定比例

予以返还；抓住暑期消费旺季，指导有关机

构发布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地图，集成信息

导览、宣传导流、消费导引等功能，加强对

集聚区的线上线下营销推广，着力发展夜间

文化和旅游经济等。

业内专家表示，发放旅游消费券是扩大

旅游内需的重要方式，与很多地方正在推行

的智慧旅游、旅游产品创新等旅游供给侧改

革相辅相成，对于推动旅游市场复苏做好需

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都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博士韩元军

认为，各地密集发放旅游消费券，是在全国

疫情总体平稳的情况下，努力抓住暑期旅游

旺季机遇期的务实举措，也是推动旅游市场

复 苏 的 重 要 手 段 。“ 总 体 来 看 ， 发 放 消 费

券、景区免票等措施对于推动旅游市场复苏

起到了积极作用。”韩元军表示，下一步仍

需整合多方力量打好组合拳，要实现政策实

施的精准度，在旅游的特定环节、特定人群

实施旅游消费刺激政策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同时，目的地要创新文旅产品，完善对游客

疫情防控的精准化、人性化措施等，让游客

敢于出游、放心出游。

“ 独 库 公 路 成 了 ‘ 堵 哭 ’

公路”“草原上的人终于比羊

还多了”“感觉大家都待在新

疆”⋯⋯进入夏季以来，新疆

旅游日渐火爆，也由此带来了

一些“幸福的烦恼”。

坐 拥 “ 三 山 两 盆 ” 壮 美

景观的新疆，旅游资源禀赋

好 ， 夏 季 本 来 就 是 旅 游 旺

季。今年以来，新疆大力支持

旅游业纾困，疫情防控政策

更 加 科 学 精 准 ， 特 别 是 6 月

份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吹响

新疆旅游“再出发”的冲锋

号以来，被疫情压抑两年多

的 旅 游 消 费 需 求 得 以 释 放 ，

喀纳斯、喀什老城、独库公

路等景点“火爆出圈”。

新 疆 旅 游 迅 速 回 暖 的 同

时，也暴露出一些景区接待能

力不足、信息反馈滞后等问

题。对此，笔者认为，推进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既“慢不

得”也“急不得”，重在放眼

长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

升服务品质。

发展旅游业，简单地说，

就是能够吸引游客来，游客来

后能留住。美景能够吸引人，

高品质服务才能留住人。新疆

风景优美，许多景点声名很

大，本身“自带流量”，吸引

人来一般不成问题，关键是让

广大游客来得高兴、游得开心、走得不舍，这就需要高品

质的服务，如果服务跟不上，游客大量涌入，并不见得是

好事。让服务水平与关注热度相匹配、同步提升，需要尽

快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加强培训、强化监管、重视引导，

不断提升当地旅游服务水平；同时，进一步完善客流信息

共享、预警、研判机制，以高品质旅游服务赢得口碑、赢

得市场。

新疆从旅游资源大区迈向旅游经济强区的过程，也是

旅游产业提质增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应注重以优质

供给赋能消费升级。从新疆旅游业发展现状看，应进一步

树立和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整体形象，打造精品旅游

项目和旅游产品；探索推进个性化高端旅游，比如，积极

发展丝路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发展理念是前

提、资源开发是保障、品牌塑造是手段、服务质量是根

本、文旅融合是路径、人才培养是基础，这些方面新疆还

存在不少短板，只有补齐这些短板，让产业提质与消费升

级同频共振，旅游业才能行稳致远。

旅游热，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把市场口碑当作旅游

业长远发展的生命线，高度重视游客旅游体验。针对服务

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新疆迅速出台了规范旺季旅游市

场秩序等方面部署，开通了“新疆文旅投诉”微信公众

号，以及其他咨询和服务渠道。相信通过努力，“新疆是

个好地方”这一旅游形象和品牌内涵，不仅体现在景色方

面，也会更多体现在服务方面。

服务与热度应同步提升

乔文汇

清凉云南游“火”了
本报记者 曹 松

“我们刚到昆明，逛了逛翠湖周边，吃

了野生菌火锅，这里凉爽又舒服。”7 月 24

日，来自北京的游客陈丽娜对记者说。

据统计，近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日保

持单日运送旅客量全国第一位，每天达到近

11 万人；云南铁路日均发送旅客人数峰值

超过 30 万人，旅游复苏势头强劲。另据云

南昆明旅游汽车行业协会数据，目前昆明

2800 多辆旅游大巴全部满负荷运转，旅游

市场已恢复到 2019 年暑期水平；7 月 1 日至

10 日，大理接待游客超过 230 万人次，旅游

团队激增；丽江大研古城内人头攒动，不少

客栈订单已预约到 8 月份⋯⋯网友戏称“中

国一半的人都来云南了”。

为何云南旅游在这个夏天火了？云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德聪表示，从大环境

看，当前全国疫情总体可控，文化和旅游部

7 月 7 日宣布恢复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

营旅游专列业务，国内旅游市场正快速回

暖。“从雪域高原到热带雨林，云南拥有多

样的自然风光，这里气候宜人，适合避暑养

心、生态康养。”杨德聪说。

受疫情影响，云南文旅业受到严重冲

击。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云南积极

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稳市场主体保民生保就

业。今年 1 月份，云南出台了 《云南省关于

文旅行业的纾困帮扶措施》 13 条，2 月份制

定出台 《关于统筹精准疫情防控加快旅游业

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20 条措施，对

云南 100 家旅行社、20 家旅游演艺企业奖补

纾困稳岗资金 5550 万元，安排旅游高质量

发展资金 10 亿元、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500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12.44 亿元支持文旅

产业发展。

在落实好文旅企业纾困帮扶政策措施的

基础上，云南旅游业苦练内功，蓄力等待，

继续深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和全域旅游发

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如今，云南旅游的

“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不断完善，康养度

假、户外运动、娱乐演艺、研学旅行、自驾

露营等新业态文旅融合产品不断丰富。

“2021 年 大 理 共 承 办 目 的 地 婚 礼 1210

场，收入超 4100 万元。近 3 年，这里举办婚

礼数量年平均增长达 275%，增速为全国第

一位。”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赵薇说。

在丽江，除了看雪山、逛古城等项目，

观赏 《印象丽江》《丽水金沙》 等演出，走

访沉浸式体验的文化院落、城市书房也是不

错的选择。“我们以文化体验赋能旅游发

展，用民族文化提升旅游品质，推动丽江旅

游从高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丽江市文化

和旅游局局长和丽斌说。

与此同时，云南还积极健全完善服务体

系，实施游客购物“30 天无理由退货”，在

全省设立 123 个游客购物退货监理中心，在

机场、主要火车 （高铁） 站和游客集中区域

设立 130 个游客退货服务点。云南曾经的旅

游乱象被及时整治，旅游品质得到提升，

“30 天无理由退货”已成为诚信云南新标志

和云南旅游新品牌。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娄可伟介

绍，云南推出的“一部手机游云南”智慧

旅游项目成为文化和旅游部信息化发展典

型案例，为全国智慧旅游发展提供了有益

经验。“以旅游投诉、退货为例，项目上线

以来，旅游投诉平均办结时间从 12 个自然

日下降到 2 小时 18 分，投诉量从 2017 年全

国第 6 位下降至第 25 位，处置旅游退货金

额近 3 亿元，游客处置满意率超 99%。”娄

可伟说。

近日，一则“部分药品年底将调出地方医保

药品目录”消息在网上流传，引发社会关注。有

网友称，“地方将部分药品调出医保目录是因为

医保基金不够用了”；也有观点认为，部分医保

药品被调出会影响患者用药。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近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药品调出地方医保

药品目录是为了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

一，这有利于增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医疗保障待遇的平衡性和普惠性，并不是因为

“医保基金不够用了”。“总体上看，全国医保基

金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基金保障能力稳健可持

续。”该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布第三批非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情况，有部分自媒体在转发

消息时突出“调出药品含氨氯地平、布洛芬等”

信息，引发误读。比如，本次北京市调出的“氨

氯地平”，实际上是“氨氯地平滴丸”，临床上氨

氯地平主流剂型是片剂或胶囊，有数十家企业生

产，且一直是医保药品目录内品种，调出的滴丸

剂临床几乎没有使用。数据显示，从去年 9 月份

到今年 6 月份，北京医保基金实际支付氨氯地平

各种剂型费用近 3 亿元，而滴丸剂型为 0；涉及

的“布洛芬”，实际上调出的仅是“布洛芬凝

胶”，现有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的“布洛芬”有

胶囊、片剂、口服液、颗粒剂、软膏等多种剂

型，完全满足临床用药需要。

北京市医保局医药服务处工作人员表示，按

照国家要求，到今年年底，如果在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内的药品是可以报销的，如果不在国家医保

目录内的药品医保基金就不能支出。但是，这次

所有调出的药品，在目录里都是有可替代药的。

比如，小儿感冒宁糖浆，在医保药品目录里仍然

有很多同类的药品。北京市 6 月份公布第三批非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品种，为医疗机构提供了 6 个

月的过渡期，目的是为医疗机构或参保人有时间

来换药或者调整用药，确保不因调出非国家医保

药品而影响临床用药。

近年来，我国医疗保障事业快速发展，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实行每年动态调整，4 年 500 多种

药品被纳入目录，通过谈判后药品价格大幅降

低，地方增补药品基本可被国家目录中的药品更

好替代，继续保留地方增补药品意义不大。在综

合考虑各地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和群众用药

习惯、药品更新换代周期等因素的基础上，国家

医保局研究制定了地方增补药品三年“消化”计

划，即从 2020 年开始，按照第 1 年 40%、第 2 年

40%、第 3 年 20%的比例，逐步调出原省级医保

药品目录内按规定调增的药品，到今年年底实现

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总体上，全国各

省份‘消化’的地方增补药品在现有国家医保目

录内都有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替代药，调出影

响不大。”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秋霖表示，允许各省份适当增补部分药品，是我

国基本医保制度建立初期的阶段性措施。医保制

度经过多年发展，服务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现在

已经进入规范发展的阶段。国家医保应坚持“保

基本”“可持续”的底线，不断提高基金的使用效

率。目前，各地在药品增补数量、种类方面存在明

显差异，导致不同地方医保患者享受到的医保待

遇不同，还有的地方将一些使用量极低的药品增

补进医保目录，造成医保资源的浪费，违背医保公

平性原则。因此，实现医保用药范围全国基本统

一，不会增加患者负担，还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医保

药品目录、提高群众异地就医便利性，为广大参保

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保障服务。

7 月 27 日,游客在浙江嘉兴南湖旅游区湖心岛的南湖红船旁边留影（无人机照片）。今年

6 月份以来，南湖旅游区单日最大接待量达到 1.7 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有

效增长。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