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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 6部
门联合对外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
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
推出 19条重点举措，明确了金融
促消费的“路线图”，更好满足
消费领域金融服务需求。

手机上申请，消费贷款秒到
账；使用信用卡买单，餐费可打
折；“国补”叠加分期免息，消
费品以旧换新优惠多……围绕提
振消费，金融机构积极行动，金
融“活水”正源源不断流向消费
领域。

为进一步支持提振和扩大消
费， 6 部门推出了 19 条重点举
措，从支持增强消费能力、扩大
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挖掘释放居
民消费潜力、促进提升消费供给
效能、优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撑
保障等六个方面，明确了当前金
融支持消费增长的方向和重点。

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要
发挥好信贷支持主渠道作用。意
见提出，创新优化信贷产品，加
大对符合条件的消费行业经营主
体首贷、续贷、信用贷、中长期

贷款支持力度。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营

主体将参与到消费经济中，运用
首贷打破创业困局，借助信用贷
助力轻资产企业更好发展，利用
续贷和中长期贷款获得稳定可持
续的资金支持。

在指导意见中，这样的利好
政策还有很多：比如，增加对批
发零售、餐饮住宿、家政服务、
养老托育等领域信贷投放；加大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废旧家
电回收及家电以旧换新、家装厨
卫“焕新”、生活必需品保供相
关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丰富居民
购车消费信贷产品供给……

助力释放消费潜力，并非要
靠信贷“放水”，而是要“精准
滴灌”，加大消费重点领域金融
支持。此次意见明确了金融支持
消费的重点领域——商品消费、
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并给出了
相应引导：

在推动扩大商品消费方面，
鼓励金融机构多渠道、多方式做
好消费品以旧换新金融服务；在

支持发展服务消费方面，围绕文
化旅游、体育、娱乐、教育培
训、居住服务等领域创新融资模
式；在助力培育新型消费方面，
探索金融支持数字消费、绿色消
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有效
渠道和方式。

在居民消费升级的浪潮中，
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不断涌
现，金融机构正紧跟多元化消费
场景发展新趋势，逐步将潜在需
求转化为现实。

从支持文旅体育设施、赛事
演艺场馆、医疗养老设施等消费
基础设施建设，到加大对交通、
物流、仓储、供应链等商贸流通
项目信贷支持力度，再到支持骨
干市场设施、冷链物流基地、乡镇
商贸中心、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
改造升级……金融触角不断延
伸，努力疏通消费链条上的每一个
节点，促进提升消费供给效能。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供
给，需要强化政策激励。设立服
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用好用足
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支持符合

条件的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
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发行金融债
券……这些意见中提到的金融工
具将持续发力，帮助相关机构和
企业获得更低成本的资金，为扩
大消费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全方位提振消费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把握好关键环节，打
好政策“组合拳”。意见强调要夯
实宏观经济基础，强化金融与财
政、产业等政策协同联动，将支
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作为金融发
力的重要方向。

深入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鼓励创新适应家庭财富管理
需求的金融产品，支持居民就业
增收，优化养老、健康等保险保
障体系……一系列政策举措助力
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正持续释
放消费潜力。

看清方向、明确重点，金融
机构正从消费供给和需求两端强
化金融服务，推动加速金融“活
水”持续流向消费领域，为推动
经济发展添动能。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复兴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孤军浴血守四行“八百壮士”远名扬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19条新举措！
金融促消费明确“路线图” 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 上海苏州

河北岸，光复路1号至21号，肃穆的混
凝土建筑外墙上，悬挂着“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四行仓库抗战旧址”
的铭牌。向西数十步开外，纪念广场上
瞻仰者众多，人们仰望四行仓库西墙在
抗日战争期间留下的累累弹痕，立正、
鞠躬、献花，向抗战英雄致敬。

88年前，这里是淞沪会战四行仓
库保卫战的硝烟阵地，谢晋元等“八
百壮士”临危受命，与日本侵略者在
此进行了长达四昼夜的激烈攻防战，
留下可歌可泣的“八百壮士”英雄事
迹，鼓舞全民族抗战斗志。当时有歌
传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
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
斗守战场。”

谢晋元，广东省蕉岭县人，1905
年生。1922 年考入广州国立高等师
范。1925年底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6 年 10 月毕业，参加北伐战争。
1934年9月于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
业。次年任第88师补充团中校营长。

1937年，侵华日军将魔爪伸向上
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方增
援部队源源不断自长江口登陆上海，
中方军民死伤惨重。战事持续两个多
月后，上海北部战略要地大场失守，
第 88 师 262 旅 524 团团附谢晋元受
命，率官兵 420余人于 10月 26日深夜
进驻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88师师
部所在地），掩护主力撤退，同时尽
力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为了迷惑敌
人，四行守军对外宣称“建筑内有八

百人”，故外界敬之为“八百壮士”。
10 月 27 日清晨，日军发现四行

仓库内仍有中国守军，立刻发动进
攻，遭到“八百壮士”勇猛阻击。10
月 28日晚，谢晋元向官兵传达了“与
最后阵地共存亡”的命令，表达了与
全体官兵同坚守共存亡的决心，并勉
励他们要展现不怕流血牺牲的军人气
概和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精神。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馆长马
幼炯介绍，谢晋元以卓越胆识和机敏
指挥，率部在弹丸之地与穷凶极恶的
日军激战四昼夜，打退敌人 10余次疯
狂进攻，毙伤日军 200余人，用生命
和鲜血奏响了一曲抗击侵略的凯歌。

当时，苏州河南岸各界声援不
断，百姓自发为守军运送旗帜、食
物、药品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
良说，“八百壮士”孤军奋战的事
迹，借助当时上海发达的传媒力量声
名远扬，不仅为中国军队后撤赢得时
间，更进一步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抗战
斗志，向世界表明了全体中国人抗战
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2015年 8月，上海四行仓库抗战
纪念馆正式开馆，包括仓库西墙等建
筑主体在内“修旧如故”。近十年
来，到此瞻仰者众多，累计人次已逾
610万。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孙女谢
骏等相继加入志愿讲解行列。

今天的苏州河两岸高楼林立、生
态宜居。谢骏说：“通过千百次的讲
述，我们将先辈的抗战精神传承下
去，铭记历史，才能珍惜当下，创造
出更美好的未来。”

守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
命钱”，让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更
有意义。

国家医保局 24日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管
理的通知》，强调从严从实抓好医
保基金监管，促进定点医疗机构提
升管理服务水平，让参保群众健康
更有“医”靠。

“提高门槛”，把好定点医疗
机构“入口关”——

把好“第一道关”，通知细化
定点医疗机构申报条件。申请成为
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要按规定使
用药品耗材追溯码；开展检查检验
服务的，严禁医务、医技人员“挂
证”行医等。

新纳入定点医疗机构还有了
“试用期”。“试用期”为期 6个月，
对定点医疗机构落实相关政策要求
做针对性指导，如出现违反相关规
定的，医保部门应及时辅导、纠
正；若出现违规问题，情节较轻
的，延长 6个月，延长期内整改不

到位的不予续签医保协议；情节严
重的，解除医保协议。

“这既有利于规范医疗医药服
务行为，强化定点医疗机构合规意
识和风险管理，也有利于把好‘入
口关’，确保新纳入医疗机构能够
符合医保管理的要求。”国家医保
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心宇说。

“规范”先行，加强定点医疗
机构日常管理——

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开展智
能监管改革试点，医保基金智能监
管“登台亮相”。智能审核将覆盖
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费用，加强事
前提醒。

“规范”，除了“管行为”还
要“管人”。

从医保支付这一关键环节入
手，定点医疗机构相关人员要采取

“驾照式”记分，对一个自然年度内
记分达到一定分值的，按规定采取
暂停、终止医保支付资格等措施。

用好医保基金，让更多医疗服
务可感可及。通知明确，严禁以病

组或病种费用限额、医保政策规定
等为由，要求患者院外购买或自备
药品、医用耗材，以及强制患者出
院或减少必要的医疗服务。

同时，要做好重点人群住院管
理。对困难群众就医实行单独定
点，保障困难群众权益；对长期住
院、高频住院、费用畸高或一定时
间内反复入院治疗的参保人进行重
点监测，确有疾病诊疗需求的，可
综合施策为其就近就医提供支持和
便利。

医保定点不是“终身制”，完
善定点医疗机构退出机制——

通知对定点医疗机构退出的具
体情形进行了明确，如对医疗机构
存在无资质人员冒名行医、涉嫌虚
构医药服务项目、伪造检查检验报
告、编造病历等可能造成重大风险
的，应暂停医保基金结算，经查实
确有欺诈骗保行为的，及时解除医
保协议等。

江苏徐州实行“符合一批、续
签一批”，2025年度全市 18家医疗

机构因不符合医保协议要求，未予
续签；黑龙江佳木斯梳理上年度
未发生医保结算费用的定点医药
机 构 ， 对 主 动 申 请 退 出 的 机 构 ，
24 小时内上门考核，3 日内进行公
示，5日内清理标识，7日内完成清

算……各地定点医疗机构退出机制
的建设进入“快车道”。

此外，各地医保部门在监督检
查中发现定点医疗机构涉嫌违反医
疗卫生领域有关法律法规的线索，
要及时移交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形

成打击欺诈骗保合力。
从“进”到“管”再到“出”，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正在搭建全
流程“安全堤坝”，让医保基金花
在 “ 刀 刃 上 ”， 让 百 姓 看 病 更 安
心。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国家
医保局 24 日发布通知，进一步强
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责任，优化医
疗服务价格管理流程，明确将持续
更 新 全 国 医 疗 服 务 价 格 “ 一 览
表”，引导各地做好横向比较和区
域协同。

医疗服务价格关乎人民群众看
病就医，也关系医疗机构健康发
展。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关于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流程的

通知》，各省级医保部门要结合本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技术进步
程度、各方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
兼顾省际间比价关系，加强区域间
横向比较，协同保持合理比价。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应
定期开展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评
估，严禁在医药费用增速过快或医
保基金收不抵支等不具备条件的情
况下，仍开展增支性调价。

对于地方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

相悖、重要事项报告内容失实、落
地价格实践与报告不符等情况，国
家医保局将采取约谈、通报批评、
责令限期整改等处置措施，推动医
疗服务价格政策平稳有序落地实
施。

据悉，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属地
管理，其中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由省
级医保部门管理，医疗服务价格水
平由省级医保部门和具有价格管理
权限的地市级医保部门管理。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
周茜报道摄影） 6月 21日上
午，2025年柳州市职工气排
球比赛在市工人文化宫开
赛。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
是面向柳东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的专场赛事，来自两个
新区且已建立工会组织的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
和街道等单位均可组队参
加。最终共有 32 支队伍参
赛。经过两天的比拼，市第
二中学工会队获得冠军。

本次比赛执行市总工会

和市体育局制定的 《柳州市
气排球竞赛规则》，采用 6人
男女混合制，上场运动员为
4男 2女。比赛实行三局二胜
制，前两局 21分制，决胜局
先得 15分并超出对方 2分为
胜利方，确保赛事兼具竞技
性与观赏性。

此次比赛的场地设在市
工人文化宫 （新宫） 北侧裙
楼体育中心。该中心建筑面
积6868.24平方米，包含室内
篮球、羽毛球和普拉提训练
房等不同类型体育场地和设

施，并能根据赛事需求，灵
活调整场地用途。其中，体
育中心1楼设有2个标准篮球
场，可转换为4个气排球场或
10个羽毛球场；3楼为多功能
场地，可举办体育比赛、健
身操汇演、电竞比赛等。

据悉，本次职工气排球
比赛是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
成立 100 周年的系列活动之
一，不仅为气排球爱好者搭
建了竞技舞台，还丰富了职
工文化体育生活，促进职工
群体间的文化交流。

2025年柳州市职工气排球比赛举行

激烈角逐 热血澎湃

医保定点医院“新规范”！ 让每一分医保钱花得更有意义

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更新全国医疗服务价格“一览表”

引导各地合理比价

→比赛现场。

↓ 运 动 员 在
接球。

我国有超 3亿 60岁以上人口，关
爱他们的心理健康，是健康中国的时
代命题。

今年 6月 23日至 29日开展的全国
老年健康宣传周，主题聚焦“银龄健
康，从心启航”，号召全社会协力为

“夕阳红”织起心灵守护网。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健康老

年人标准》，一个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可从
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3个维度
来评估，其中心理健康占比三分之一。

调查显示，我国 26.4%的老年人
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其中 6.2%
的老年人有中重度抑郁症状。老年人
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隐匿性强，焦
虑、抑郁导致的头疼、心慌有时会被
误认为躯体疾病。

“身心共管”很重要。北京协和
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姜忆南指
出，老年人一方面要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积极配合治疗，管理好慢性基
础疾病，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心理健康
状态，保持心情舒畅。

此外，还有“运动处方”：坚持适
量的运动锻炼，还可以通过腹式呼吸
法、正念冥想、渐进式肌肉放松等方
法缓解紧张情绪。这样不仅提高心肺
功能，增强免疫力，还能疏解压力，
舒畅情绪。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

科主任王健说，临床研究表明，辨证
内服中药，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导
引术以及针灸、推拿、耳穴压丸等外
治方法，都有助于老年人改善心理健
康、防治心理疾病。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2024年发
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近四分之一
的老年人有孤独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常务副院长、老年精神科主任医师张
庆娥介绍，原有社会关系的改变、社
会角色的淡化，都会使老年人产生失
落感、无价值感，这时更要注重保持
社交、培养兴趣爱好。

国家卫生健康委于 2022年至 2025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
动，同时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心理健
康服务水平。

关爱老年人，还要助力他们跨越
“数字鸿沟”。今年下半年，国家老年
大学部分校区计划引入人工智能应用
相关课程，持续赋能老年人熟练运用
智能技术，畅享数字生活便利。

近日，民政部等 19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 推动实现老
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35年，
老年人社会参与服务体系更加健全，适
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更
加丰富，积极老龄观成为全社会共识
等。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从“心”启航！
关爱超3亿人的“银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