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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李恒、
董瑞丰)看病就医，是群众的“心上事”，也

是政府部门的“上心事”。2025年卫生健

康系统为民服务八件实事近日公布，包括

儿科服务、心理健康服务、检验检查结果

互认、无偿献血者权益保障等。国家卫生

健康委2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这些

实事将如何落实。

强化儿科服务

儿童看病就医牵动每个家庭的心。

目前，全国超过90%的二、三级公立综合

医院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国家卫生健康

委提出，2025年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医

院均要提供儿科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

表示，各省级卫生健康委将全面梳理本省

尚未提供儿科服务的二、三级公立综合医

院情况，摸清底数，通过派驻专家、远程医

疗、医联体等方式，帮助尽快填补儿科能

力空白。

呵护心理健康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

奏加快，心理健康、睡眠问题日益受到重

视。

焦雅辉介绍，2025年每个地市至少

有一家公立医院提供心理门诊、睡眠门诊

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推动各地公立

医院设置心理门诊、睡眠门诊，并要求二

级以上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原则上都要设

置；设置“12356”作为全国统一心理援助

热线短号码，进一步提高心理援助服务的

便捷性和可及性，目前北京、天津、上海、

浙江、广西等省份已经开通，其他省份也

在积极推进。

加快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检验检查结果互认事关群众就医体

验。为民实事中提出，2025年地市内医

疗机构之间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项目超过

200项。

焦雅辉介绍，互认项目的确定，应从

保障医疗质量安全出发，选择具有较高同

质化水平、较好稳定性及统一技术标准的

项目。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推广“分布式检

查、集中式诊断”服务模式，从紧密型医联

体互认入手，有序扩大互认机构和区域范

围，逐步向市域、省域、区域和跨省的互认

推进。

破解“托育难”

幼儿托育也是许多职工家庭的急难

愁盼问题。为民实事中提出，2025年每

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达到4.5

个。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

海东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将通过发挥中

央资金支持引导作用、支持社区嵌入式托

育等多种服务模式、落实水电气热实行民

用价格等优惠措施和相关税费减免措施、

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加强业务指导，实现

2025年全国新增普惠性托位66万个。

取消门诊预交金

随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

和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国家卫生健康委要

求自2025年3月起，取消门诊预交金，医

疗机构将医保患者住院预交金额度降至

同病种个人自付平均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司司长刘魁介

绍，为避免“一刀切”给部分群众带来不

便，对不会使用新型支付方式的老年人

群，可以保留预存费用等方式；对门诊手

术、急诊手术等复杂情形，在患者自愿的

前提下，医疗机构仍可以预收费用。

刘魁举例，假设某医院经测算参加城

乡居民医保的某病种过去3年平均住院

费用是9000元，医保报销后个人平均自

付的费用是3000元，那么这家医院向这

类病种城乡居民医保患者收取的住院预

交金就不得超过3000元。

血液透析服务更普及

截至2024年底，全国90%以上的县

医院具备血液透析服务能力，目前有部分

县域的血液透析能力需进一步提升。为

民实事中提出，常住人口超过10万的县

2025年均能提供血液透析服务。

焦雅辉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根据

县域的医疗服务需求和实际情况，培训人

员，让其具备血液透析服务能力；设备设

施短缺的采取填平补齐的方式，设备设施

老旧的采取更新换代的方式，“一县一策”

推动问题解决。

血费减免更便捷

为民实事中提出，推进“血费减免一

次都不跑”，便捷献血者异地办理血费减

免。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副司长、

一级巡视员高光明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

依托微信“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

搭建了血费跨省异地减免平台，实现了在

线办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目标。目前，

平台已上线运行，并办理跨省异地血费减

免的申请。

高光明表示，各地要及时处理血费减

免申请，有效缩短受理和报销的办结时

限，给无偿献血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让“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服务覆盖全国

所有血站。

推进健康知识进万家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

司副司长胡强强介绍，2025 年国家卫

生健康委将举办 20场以上“时令节气

与健康”健康知识发布会，推进健康知

识进万家。

“确定实事只是开始，抓好项目实施、

确保群众受益才是重点。”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副主任刘其龙表示，下一步，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加强统筹调度，聚全委全

系统之力，抓好八件实事的落实落地。

这些政府部门的“上心事”
解决群众就医的“心上事”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李国
利、任海根）我国今年将发射神舟二十

号、神舟二十一号两艘载人飞船和天

舟九号货运飞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20日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这

三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任务标识。

自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起，每

次载人飞行任务均设计了任务标识。

2023年至今，每年都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本年度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识。

根据飞行任务规划，我国今年将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先后发射神舟二

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飞行

乘组均由3名航天员组成。其中，神

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对接于核心

舱径向端口，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

发射后对接于核心舱前向端口。

据介绍，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期

间，主要任务是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

和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继续开展空

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开展平台管

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等重要

活动。

今年下半年，我国还计划在文昌航

天发射场发射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飞船

发射后将对接于核心舱后向端口，主要

上行航天员驻留物资、舱外服等出舱消

耗物资，保障平台安全运行的维修备件

和推进剂；下行在轨废弃物。

我国今年将发射两艘载人
飞船和一艘货运飞船

三次任务标识
向社会公布

新华社合肥1月20日电（记者徐海
涛、陈诺）“998、999、1000……”大屏幕

上的数字最终定格在1066，原本安静的

控制大厅一片欢呼。1月20日，我国有

“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变实验装置（EAST）在安徽合肥创造新

世界纪录，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

“高质量燃烧”，标志我国聚变能源研究

实现从基础科学向工程实践的重大跨

越，对人类加快实现聚变发电具有重要

意义。

EAST形如“巨罐”，汇聚“超高温”

“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大

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体，近百万个零部

件协同工作，拥有专利近2000项。十余

年来，EAST历经15万多次实验，最终

实现“亿度千秒”的长脉冲高约束模等离

子体运行，攀上新的科学高峰。

太阳，普照万物，它的巨大能量来自

内部的核聚变反应。而“人造太阳”是要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的核聚变反应，追求

“能源自由”。

从长脉冲高约束模运行60秒、100

秒到2023年的403秒、如今突破1000

秒，近年来中国自主研发的“人造太阳”

不断刷新世界纪录，让中国聚变研究跻

身世界前列，也为全球聚变堆建设提供

重要依据。

“聚变反应达到千秒量级才能自我

维持，跨越‘亿度千秒’意味着人类首次

在实验装置上模拟出未来聚变堆运行所

需的环境。”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

宋云涛说。

在实验参数跨越的背后，是基础研

究和工程技术的跨越。磁约束核聚变，

就是让等离子体在“笼子”里沿着“磁跑

道”奔跑，进而聚变释放能量。

“以前笼子里跑的是‘小绵羊’，这次

实验是一群试图脱缰的‘野马’，考验着

装置各项系统的稳定性。”EAST物理实

验总负责人龚先祖介绍，科研人员提升

加热系统稳定性、控制系统精准性、诊断

系统精确性，解决了等离子体物理集成、

壁材料排热等前沿问题，显示了我国在

这一领域的系统科技能力。

据悉，下一代“人造太阳”中国聚变

工程实验堆已完成工程设计。根据中国

磁约束核聚变路线图，未来瞄准建设世

界首个聚变示范电站。

中国“人造太阳”
创造“亿度千秒”世界纪录

燃！

1月15日拍摄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新华社记者黄博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