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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彭
韵佳）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31日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村卫生室纳

入医保定点管理的通知》，确保2024年

底前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

点管理，有行政村存在多个村卫生室

的，至少保障1个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

点管理。

为推动更多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

管理，通知从明确导向、分类施策、规

范行为、完善配套、加强领导等方面对

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作出部

署。

通知明确，各级医保、卫生健康部

门要建立工作台账，根据不同的情形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已经实现乡村卫

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地区，医保部门通

过乡镇卫生院结算村卫生室医保费用；

对正在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

地区，原则上将这一类视同已经实现乡

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对短期内不具

备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条件的地区，卫

生健康部门要发挥行业管理职能，统一

组织村卫生室集中申请医保定点工作。

在加强配套支持、鼓励提供服务方

面，通知明确要优化村卫生室基本药物

使用政策，根据村卫生室实际需求和农

村常见病、多发病特点，逐步扩大基本

药物目录中的药品种类，达到与乡镇卫

生院用药衔接一致；鼓励和支持村卫生

室优化使用集采中选药品，为农村居民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经济的医疗服务。

2024年底前
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
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姜
琳、黄垚）又有19个新职业！7月31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发布：

云网智能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应用员、用户增长运营师等19个新职

业，以及直播招聘师等28个新工种纳入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新职业不断涌现，折射了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满足着生产和

生活的新需要，也给劳动者带来更多就

业选择。

这次发布的19个新职业，半数以上

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如紧跟前沿技

术的“数”“智”职业：生成式人工智能

系统应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智

能制造系统运维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

等；数字经济孕育的全新岗位：网络主

播、用户增长运营师等。

绿色，是新职业的一大“标签”。国

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标注的绿色职业已有

134个，占职业总数的8%。这一批“入

编”的新职业，不少源于经济转型和绿

色低碳发展的新需要，如脱胎于传统产

业的氢基直接还原炼铁工、满足新兴产

业发展的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电能质

量管理员等。

职业“上新”，见证着社会发展的新

活力。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口腔卫生

技师、滑雪巡救员等新职业，生活服务

体验员、老年助浴员、休闲露营地管家

等新工种，都反映了人们生活需求的多

元化和新变化。

什么样的职业能“入编”新职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

司副司长王晓君介绍：“我们认定的新职

业，不是新出现也不是新创设的，是指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但已有一

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

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

据介绍，一个新的职业能否入选大

典，需有关机构和单位申报建议，再进

行层层筛选，经过专家评审论证、书面

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见、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环节，对这个职

业的社会性、技术性、稳定性等方面进

行评价。

自2018年启动新职业征集工作以

来，各方面申报的新职业数量逐年增

多。2022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已收录

168个新职业。2023年10月，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一批新

职业，共收到建议书430余份。

新职业的发布只是职业建设的开

始。及时对新职业进行规范认证，有利

于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扩大求职者的

职业发展路径。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田
晓航）“标准化”建设，对于中医药的传承

发展意义重大。7月31日，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发布《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

（2024－2026年）》，部署20项具体任务

及25项专栏任务，对现有标准体系再

“升级”，为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

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7月31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国已有中医

药各类标准3000多项，中医药标准体系

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目前我国已制定中

医药推荐性国家标准77项、指导性技术

文件12项、中医药行业标准10项、中医

药地方标准1000余项、中医药团体标准

2500余项。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

术委员会已发布中医药国际标准 112

项。

这份升级版方案，有哪些看点？

——需求导向，标准要跟上。

制定20项老年人、妇幼、儿童和

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健康干预指南，研制

中医特色诊断、治疗、治未病智能化装

备标准……行动计划针对新时代人民群

众健康需求，部署加强重点领域中医药

标准供给，并提出完成180项中医药国

内标准和3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的

要求。

——质量优先，技术更前沿。

加快中医药标准与人工智能等新型

科学技术的互动发展，开展标准数字化

试点……行动计划专门将“推动中医药

标准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列为重点任

务之一，让中医药标准更有“科技范儿”。

——应用为本，落地才见效。

行动计划明确“公开共享中医药标

准信息，通过标准数字化、新媒体等途径

开展标准解读宣贯”，“编印出版中医、中

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推广手册”，为中医药

标准落地应用打了一剂“加强针”。

“标准化”是否影响中医药辨证论

治？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

目》……纵观数千年中医药发展史，中医

经典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基础上不断

简化、优化，“标准化”贯穿始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不同医家的临床实践经验和思维方

式确有不同，但个体化诊疗并非毫无章

法，也有共性。“标准化”不仅可以最大程

度降低看中医、用中药的风险，也有助于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标准化”能否加快中医药“走出

去”？

首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标准

《ISO17218：2014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

针》的颁布，让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针

灸针有了国际通行标准，带动中医药产

品、技术、服务在全球广受青睐。

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先后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医药与国际“接

轨”，同样离不开标准“架桥铺路”。

19个新职业“入编”
“数”“智”成新标签网络主播在列

新华社北京 7月 31 日电 记者

7月31日从水利部了解到，当日20

时，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

御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当日发布汛情通报，据预

报，受持续降雨影响，未来3天黑龙江

省松花江、嫩江、蚂蚁河、阿什河等河

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拉林河、牡丹

江部分江段将维持超警超保，蚂蚁河、

阿什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部

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要求相关水利部门加强监

测预报预警，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

落实水库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措施，

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做好中小河流洪

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转移

危险区群众。

水利部已派出工作组赴黑龙江省

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

松辽水利委员会和黑龙江省水利厅已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全力做

好防御工作。

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发布
我国中医药标准体系框架基本建立

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7月31日，救援人员在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转移被困居民。
新华社发（张春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