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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加速推动电子处方流转
因身上起疙瘩痛痒难耐，安徽铜陵市民

姜云日前到铜陵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医生
开了一张用地奈德乳膏治疗的处方。但医院
药房暂时无药，医生建议拿着电子处方到医
保定点零售药店取药。

“太方便了。如果没有这个新政策，我还
得再换一家医院重新挂号开药。”在家门口的
零售药店，姜云出示医保电子凭证后，药店员
工在电脑系统调取电子处方，经过药师核对，
姜云买到了地奈德乳膏，同时完成了医保即
时结算。

专家介绍，电子处方流转是通过系统连
接医院，将院内处方以电子化的形式同步流
转至医保定点零售药房，参保人可通过电子
处方信息购买相关药品。

记者了解到，2023年3月29日，湖南省
第一张医保电子处方在郴州市“双通道”定
点药店实现医保流转结算；黑龙江省目前实
现电子处方流转的医院 237 家、药店 4949
家；云南有 255 家定点医疗机构和 662 家

“双通道”药店实现医保电子处方流转上线
服务……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18日，
已有26个省份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
台，完成省级统一的医保电子处方中心上线
应用，可实现全国跨省的电子处方流转互认
及医保线上结算，接入定点医疗机构1.02万
家、定点零售药店6.63万家，方便参保人买
药。

“通过处方流转可以简化参保患者看病
购药报销流程，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和药品
流通体系。”安徽省医保局医药服务处副处
长李妮说，建设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开展医
保基金智能监管，能提高监管体系管理效
率和信息可追溯程度，守好参保群众“救命
钱”。

电子处方顺畅流转仍存问题
7月 5日，患有支气管炎的参保患者李

伯华来到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人民医院，
开具布地格福吸入气雾剂的电子处方后，
顺利通过处方流转在附近定点零售药店买
到药。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随着进一步
推进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多地积极
建设医保电子处方中心，为电子处方顺畅流
转提供“加速度”，帮助参保人尤其是慢性病
患者在“家门口”买上常用药。

记者多地走访也发现，在为更多参保人
带来便利的同时，当前医保电子处方流转仍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部分医院存在电子处方流转难的

情况。一方面，一些地区推进医保电子处方
相关信息化建设进展缓慢；另一方面，因处
方管理的相关要求，一些定点医疗机构只有
在院内药品“无库存”的情况下，处方才有可
能流出外配，客观上存在处方“流出难”的问
题。

此外，一些地区医生和药师相关人员培
训不够，对电子处方流转结算相关流程不熟
悉，难以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

记者还注意到，有的地区医保定点零售
药店的药师数量设置不够、专业程度不高，难
以满足电子处方审核的要求，导致有的连锁
药店多家门店共用同一个药师，难以满足患
者审方需求。

当前，医保电子处方流转仍待“扩围”，多
数试点地区医保电子处方流转还停留在单向
流转——即由定点医疗机构流向定点零售药
店，区域内的多向流转、跨区域流转仍处探索
阶段。

让参保人便利买药需多方发力
国家医保局明确，2023 年 12 月 31 日

前，各省份要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

电子处方中心，建立健全全省统一、高效运
转、标准规范的处方流转机制，实现省域内

“双通道”处方流转电子化。加快医保电子
处方流转、让参保人买药更加便利，仍需多
方发力。

黑龙江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岳
海为介绍，在推进医保电子处方流转过程中，
信息化接口改造任务量大、涉及医疗机构与
药店较多，解决这些难点和痛点，需要在实践
中逐步摸索。

“要不断完善电子处方系统，调整优化电
子处方流转服务流程。”云南省医保局医药服
务管理处副处长李瑞佳说。

受访专家建议，要加快推动医保电子处
方中心落地应用，应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定点
医药机构接入医保电子处方中心。

此外，应探索拓宽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应
用场景，打通参保人员、互联网医院与定点零
售药店的线上通道，推动实现医院开具电子
处方、参保人员在线购药、药师在线审方、药
店实时配药、医保在线结算的全流程服务，为
患者提供“线上购药云服务”。

针对相关人员培训不够问题，湖南省长
沙县医保局局长唐锋认为，应高度重视医疗
服务人员的培训，帮助医疗机构和药店尽快
掌握电子处方系统的操作方法，并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持和问题解决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电子处方流转带来
的医疗服务模式转变，需要加强对电子处方
系统的信息安全建设和监管，注意保护患者
的个人隐私。

破解“因药就医”

医保电子处方流转进展几何？

新华社联合国7月28日 这个夏季，多
地民众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酷热。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警示说：“全球变暖的
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然到来。”
世界气象组织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前
三周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三周，整个7
月预计也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月份。

气温数据已展示出全球变暖趋势。据欧
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提供
的数据，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于2023年7月6
日达到单日最高值，为 17.08 摄氏度，刷新
2016年8月13日16.80摄氏度的最高纪录，
这一天因此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

2023年7月前23天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
16.95摄氏度，远高于2019年7月全月16.63
摄氏度的纪录，后者为有记录以来最热月
份。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将于8月8日发
布7月的完整气温数据。

世界气象组织和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的研究人员表示，2023年7月的情况“相当显
著，前所未有”。

以亚洲为例，高温和气候变化已带来不少
影响。世界气象组织7月27日发布《2022年亚
洲气候状况》报告警示，亚洲升温速度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1991年至2022年亚洲变暖趋势几乎
是1961年至1990年的两倍。世界气象组织秘

书长塔拉斯表示，2022年亚洲许多地区经历了
比正常情况更干燥的天气和干旱。此外，由于
2022年异常温暖和干燥，亚洲高山地区的大部
分冰川出现了严重损失。这将对未来的粮食和
水安全以及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海洋温度也达到有
记录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世界气象组织气
候服务主任克里斯·休伊特说，自20世纪70
年代以来，海洋温度“每十年显著升温”。

古特雷斯说，尽管气候变化显而易见，
“我们仍然可以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他表
示，各方要在碳排放、气候适应和气候融资方
面采取全球行动。

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已加速行动。国际
社会正推动《巴黎协定》实施。2015年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各方将加
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
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
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古特雷斯呼吁全球为气候适应加大投
资，并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每年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等。面对严峻
的气候变化挑战，全球需携手合作，采取务实
有效行动，共同构建一个绿色、可持续未来。
正如古特雷斯所说：“我们必须把烈日炎炎变
成雄心勃勃。”

酷热夏季警示“沸腾的时代”到来

没露脸的他们
让世界认识成都
走近成都大运会开幕式
“蓉宝”扮演者

新华社成都7月29日电“走到主席
台前时，我会转两圈，然后尽力跳得高一
点。”这是康鑫梦给自己设计的“蓉宝”专
属动作，因为表演的时候不能露脸，她提
前告知家人，希望他们在成都大运会开幕
式上能通过这套动作认出自己。

28日晚的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在代
表团入场环节，每支队伍里都跟着一个憨
态可掬的“蓉宝”，有的跟运动员们嬉戏打
闹，有的摆出各种造型满足运动员们的合
影要求，还有的走在队伍前面，使出浑身
解数帮队伍吸引观众目光……由于不少
外国（或地区）队员争相和“蓉宝”合影，还
造成了小小的拥堵。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表演设计，不仅
表达出成都人民的好客之情，也传递出这
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相处之道。”
开幕式执行总导演章东新说。

3个多月前，康鑫梦和四川艺术职业
学院的另外34名同学被选拔成为扮演

“蓉宝”的演员，虽然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
正式表演时全程都没有机会露脸，但这并
不影响她的激动和热情。

“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能够参与
大运会开幕式演出，我和家人都感到特别
开心和自豪。”康鑫梦说，“其实每个人都
设计了自己的专属动作，大家不仅希望表
演时能让最亲密的人认出来，更希望每一
只‘蓉宝’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
魅力，让整个表演更加好看。”

开幕式当晚35只“蓉宝”中的27只都
由女生来扮演，其中有些人不仅要返场引
导好几个代表团，还要参与表演其他节
目，几十斤重的头套和服装对女生的体能
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为此，正式演出
之前，大家不仅每天要穿着整套道具练习
至少一个小时，还要围着学校操场跑10
圈。

开幕式后，社交媒体上大量以“蓉宝”
为主题的短视频得到网友们的称赞。虽
然康鑫梦和其他演员始终没有露脸，但他
们却让世界认识了“熊猫故乡”四川和成
都这座新的“大运之城”。

在29日举行的成都大运会武术项目男子南
拳比赛中，中国队选手曹茂园（如左图）以 9.770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成为本届大运会首金得主。

曹茂园和启蒙教练桓进威在赛后第一时间
通过场边设立的屏幕进行连线，桓进威向他表示

祝贺，称这是他辛苦训练20多年的成果。曹茂园
眼含热泪，向恩师施抱拳礼。

武术早已成为曹茂园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今年25岁的曹茂园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威远
县的一个乡镇，5岁时开始练习武术。和很多小
男孩一样，曹茂园在看影视剧的过程中，对武术
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小时候看李连杰和成
龙的电影，自己也梦想能成为一个英雄，成为一
个能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明星。”曹茂园回忆
说。

曹茂园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是一名货车司
机，小时候和父亲去修车，发现修车行老板家的
孩子在业余体校练习武术，他被深深吸引了。父
母得知曹茂园的想法后，便同意送他去县城少儿
体校学习武术。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曹茂园发现自己对武
术充满热爱，教练也认为他极具天赋。当年由于

交通不便，他每天从镇里搭车去县城学习武术，
练完后再返回家中，第二天还要继续上学。学习
武术一年多以后，父母为了支持他继续习武，决
定举家搬至县城。当时一家三口住在面积不大、
非常简陋的房子里，并且多次更换住所。

“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武术对我意味着什
么，它是我生命中形影不离、不可割舍的一部
分。武术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曹茂园
说。

极具天赋的曹茂园体会到了“出道即巅峰”
的快乐，也感受过停滞不前的坎坷。据曹茂园回
忆，自己六七岁时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获得了第三
名，此后的比赛则斩获了不少冠军，在四川省的
武术圈内迅速小有名气。

2007年，曹茂园到南充比赛，赛前两天在训
练后返回驻地的途中被一块板材击中头部，缝了
10多针。虽然医生和教练都劝他放弃比赛，但他
坚持头缠绷带完赛，并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冠

军。已经坚持练习武术20余年的他，回忆起当年
这场比赛的经历时，依然历历在目。

“这场比赛是激励我整个职业生涯的比赛，
越往后走越觉得难忘。现在特别感谢当年没有
放弃的自己。从那以后自己做事风格都变了，不
会过多考虑结果，比赛中尽力去拼，拼了过后才
会有结果，而不是看不到结果就不拼了，结果和
希望是自己拼出来的。”曹茂园说。

在中国武术队武术套路项目教练喻波眼中，
曹茂园是一个极具天赋、有灵性、懂自律、懂努力
的运动员。同样的训练内容，他比别人学得快，
同样的难度，他比同龄孩子完成得早。

随着年龄增长，怀着对武术那份执着而单纯
的热爱，曹茂园慢慢学会了总结，重新开始磨炼
自己，静下心来，将更多的专注放到武术动作
上。“以前觉得是在跟别人比，现在觉得是跟自己
比。”曹茂园说。

（文/图 新华社）

纯粹的追求 青春的绽放
专访成都大运会首金得主曹茂园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国家防总于29日12时
将针对京津冀晋鲁豫6省份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
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江西、浙江三省防汛防台风三
级应急响应，加派4个工作组对京津、河北、山西等重点
地区和南水北调中线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汛工作开展
督导检查。

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影响，7
月29日夜至8月1日，河南、山东、京津冀及辽宁等地将
有强降雨，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
暴雨，防汛形势严峻。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9日组织中国气
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滚动会商研判台风“杜苏
芮”后续风雨影响和暴雨洪涝灾害发展趋势，视频调
度河北、河南、福建、江西等省份防办，研究部署重点
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会商要求，福建、广东、浙江等受灾地区要做好救
灾核灾等工作；安徽、河南等正在迎战强降雨的地区
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好临灾预警直达基
层责任人的“叫应”机制；京津冀、山西等极端暴雨预
报区域要立足极端情况，做足充分准备，针对极端强
降雨可能导致的堤防决口、水库失事、山洪地质灾害、
城市内涝等重大隐患再排查、再整改，切实把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国家防总对京津冀晋鲁豫
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成都7月29日电 四川运动员、
成都体育学院学生曹茂园29日在武术比赛
中为中国队开启夺金潮。在曹茂园收获男
子南拳金牌即本届大运会首金后，他的队
友宋翠芳、金哲典和陈小丽在各自项目中
获得冠军，将当天6个项目的金牌揽走三分
之二。

武术比赛在成都老城区金牛区的城北
体育馆举行，吸引了一大批“武术迷”前来
观赛。参加男子南拳比赛的有10位选手，
曹茂园第四位出场，他动作刚劲有力，套路
行云流水，以9.770的最高分获得冠军，这
也是本届大运会首金。

曹茂园赛后告诉记者，家乡观众非常

热情，他虽然比较兴奋，但在比赛中一直注
意压住情绪。“今天我发挥出了平时训练的
水平，给自己打9分。”

中国香港选手刘子龙和来自伊朗的沙
辛·巴尼塔勒比分获男子南拳项目二、三
名。

“大运会是展示中华武术的舞台，能让
中华武术被更多人看到和了解。”曹茂园
说，虽然这块金牌是很高的荣耀，但他会以
此为新的起点，立志把中华武术进一步发
扬光大。

在女子南刀比赛中，中国选手宋翠芳
夺金。她在比赛和训练期间还积极与其他
国家和地区选手交流，大家互换纪念徽章，

成为新朋友。
韩国选手诸佳英和中国澳门队的黄心

妍分获银牌和铜牌。
当日下午进行了男子长拳和女子太极

拳比赛。倒数第三位出场的金哲典顶住压
力以9.723分超越印尼选手埃德加·玛弗
洛，夺得男子长拳冠军。陈小丽以一套柔
中带刚的拳法赢得女子太极拳项目9.753
的最高分。

男子太极剑金牌、女子长拳比赛金
牌分别被中国香港选手许得恩和印
度尼西亚运动员南迪拉·玛瑞斯
卡夺得。

30日，武术项目将决

出8块金牌，其中男
子南棍、刀术和女
子南拳、太极剑
等是中国队
的 冲 金
点。

粤港澳青少年在穗共享
国家植物园“自然之美”

新华社广州7月29日电 夏日之夜的荧荧星光、音
乐派对上的欢聚畅谈、经典传唱的粤语歌曲……28日
晚，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50位青少年相聚位于广州的
华南国家植物园，欢度游园会。

本次粤港澳青少年植物园奇妙夜游园会活动开设
了音乐派对、夏日运动会以及夜探植物园等活动，为粤
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提供了一次与众不同的户外“轻社
交”之旅。

来自香港的左羡怡第一次夜游植物园，在老师的
指引下，她很快找到了尺蛾、树蛙等夜行性“小精灵”，
目之所及皆为新奇。“晚上的植物园给我一种很神秘的
感觉，在这里我不仅认识了许多在夜晚开花泌蜜的植
物，还学习到了树蛙的特点、习性，了解到我们国家不
同的树蛙种类。只有万物共生共融，我们的地球家园
才会更美好。”左羡怡说。

从经典粤语歌曲到校园怀旧曲目，星光音乐派对
上，粤港澳青少年用音符点亮城市的夜晚，他们围成一
圈随乐合唱，琴声和歌声交织；在游戏环节，青少年们
或将荧光棒张贴成蝴蝶、昆虫等形状，或手拉手协作配
合完成“荧光呼啦圈”传递，沉浸式体验“手可摘星辰”
的夏日浪漫。

“我很享受这种沉浸式、慢节拍的轻松氛围。月色
很美，风也温柔，大家围在一起唱歌的场景让我很感
动。”澳门青年梁锦昌说，“通过这个活动我也认识了不
少新朋友，大家都是年轻人，在这样温馨又欢快的场景
中很快就能玩到一起。”

日前，湖南省湘潭市、黑龙江省孙吴县等地开出首张医保电子处方；甘肃、安
徽、陕西等地启动了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建设。

推动电子处方流转“谁受益”？如何让群众在“家门口”买药更便利？记者深
入多地进行采访。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7 月 29日，大运会
武术比赛诞生6枚金牌，中国
队揽走了三分之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