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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1 月 5 日， 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召开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
决策部署 ， 部署全国疫情防控工
作， 坚决遏制局部地区疫情扩散蔓
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组
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出
席会议并讲话，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 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主持
会议。

马晓伟要求， 各地思想认识要
再统一 ， 坚定控制疫情的信心决

心。 要充分认识现阶段疫情防控要
求、 冬春季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和疫
情防控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
重要性 ，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和党中央 、 国务院决策部署上
来， 坚持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总策略不动摇 ， 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 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 松劲心
态 ， 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前功尽弃 。 疫情防控目标要再
明确 ， 全面提升科学精准防控水
平 ， 做到指挥系统平急结合 ， 国
家、 省市第一时间共同启动应急响

应 ， 派出足够数量的精干力量 ，
省市县区一盘棋协同作战 ； 行政
和业务相结合 ， 干部专家下沉一
线， 靠前指挥， 在一线发现和解决
问题； 专兼结合， 坚持抓早抓小，
加大流调队伍调派力度， 坚持 “三
公” 协同， 尽快把握住疫情走向；
群众运动和卫生工作相结合， 最大
程度争取群众的支持配合； 常态化
防控和应急处置相结合， 大力加强
落实 “四早” 措施、 口岸地区防控
能力等建设， 努力以更高水平、 更
高效率、 更低层级、 更小成本、 更
短时间控制住疫情。

马晓伟强调， 各地工作作风要
再转变 ， 确保各项防控举措落实
落地。 当前， 全国正在深入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 疫情防控就是最大的
为群众办实事， 认真抓好落实就是
最有效的防控。 各地要本着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态度， 坚决防范疫情防
控中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在推
动防控措施落实上投入更大精力，
让防控的各项措施在基层畅通无
阻。 要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保持
战略定力， 坚持 “动态清零” 的防
疫目标， 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
成果。

������本报讯 （湖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王为薇 通讯员 欧阳振
华）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
员即可享受大病保险， 扣除大
病保险起付线后最高报销比例
达 85%， 大病保险年度补偿限
额提高 10 万元、 达到 40 万元
……11 月 6 日， 记者从湖南省
医保局了解到， 该局会同湖南
银保监局等有关部门制定了
《湖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
施 办 法 》 （ 以 下 简 称 《 办
法》）。 《办法》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办法》 明确， 大病保险支
付范围为： 参保人员住院总医
疗费用剔除基本医疗保险 “三
个目录” 之外的全自费费用、

并经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报
销后的自付费用； 参保人员无
第三方责任的意外伤害、 无商
业保险理赔的交通事故的政策
范围内医疗费用， 以及经相关
部门认定、 按比例剔除应由第
三方负担后的医疗费用， 先按
基本医保政策规定视同疾病纳
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 （含医保
部门委托商业保险管理的意外
伤害保险）， 剩余的政策范围内
医疗费用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
围； 门诊 (含普通门诊和特殊门
诊) 自付费用、 单行支付药品的
自付部分、 按基本医疗保险政
策规定不予支付的其他医疗费
用暂不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

《办法》 明确， 在起付标准

方面， 2022 年大病保险起付线
暂按各市州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 50%左右确定， 以后逐
步过渡为按全省上年度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50%左右确定， 对
特困人员、 低保对象、 返贫致
贫人口实施起付线降低 50%。
在支付比例方面， 对参保人员
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个人负担
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 扣除
大病保险起付线以后， 分 4 段
累计补偿， 其中， 15 万元以上
部分报销 85%。 特困人员、 低
保对象、 返贫致贫人口， 在扣除
大病保险起付线以后， 各段报销
比例分别提高 5个百分点。 在补
偿限额方面， 大病保险年度补偿
限额统一为 40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肖扬） 正确的诊断与分
型是糖尿病合理有效治疗的前提。 在 11 月 3
日举行的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领衔完成的 “糖尿病免
疫诊断与治疗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项目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该成果突破了糖尿病
精准分型诊断的技术瓶颈， 填补了我国在全球
糖尿病版图中的数据， 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最新
版糖尿病分型诊断标准的重要依据。

在 1 型糖尿病和 2 型糖尿病之间， 还有一
种类型被称作为 1.5 型糖尿病———成人隐匿性
自身免疫糖尿病。 它实际上属于 1 型糖尿病范
畴， 但由于发病隐蔽、 迟发等特点， 经常被误
诊为 2 型。 研究表明， 我国 1.5 型糖尿病占初
诊 2 型 8%， 总人数达 1000 万。

面对原有抗体检测技术敏感性差等问题，
湘雅二医院代谢内分泌科周智广教授带领项目
团队历时 25 年攻关， 在国内率先建立了拥有
自主产权的放射配体法， 提升了抗体的灵敏度
和特异性， 使 1.5 型糖尿病的诊断率提高了
46%。 同时， 该项目制定了 1.5 型糖尿病早期
诊断的中国标准， 建立了胰岛功能衰竭的预测
模式， 为其免疫治疗提供了精准指导。

该项目首次发现了雷公藤多甙、 罗格列
酮、 维生素 D、 西格列汀 4 种口服药物对 1.5
型糖尿病治疗有效， 可使胰岛功能改善率达
22%~56%， 突破了过去单一依靠胰岛素注射治
疗的局限， 揭示了药物免疫调节的新机制。 此
外， 该项目创新性应用脐血干细胞治疗儿童 1
型糖尿病， 已治疗包括中国、 美国、 西班牙、
澳大利亚等 8 个国家的 41 例患儿， 使其胰岛
功能下降速度延缓 29%。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要求

全力做好今冬明春疫情防控

《湖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办法》出台

���� 11 月 3 日，
常德市湘北运输
集团举行应急救
援演练技能比武
大赛， 由从业人
员自编自演， 与
消防、 医疗、 交
警、 保险等部门
密切配合， 模拟
多个不同场景交
通故事的处置流
程操作。 图为校
车照管员带领幼
儿转移到安全地
带。

陈自德 摄

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大比武

第 15 个“联合国糖尿病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