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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
务院令，公布《人体器官捐献
和移植条例》，自2024年5月1
日起施行。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是
人间大爱善行，关系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关系生命伦理和社
会公平，是国家医学发展和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2007年颁布施行的《人体器
官移植条例》，对促进器官捐
献和移植事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近年来，器官捐献和
移植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
形势，为了更好地保障器官捐
献和移植事业健康发展，在总
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人
体器官移植条例》进行了

修订。
一是强化对器官捐献的

宣传引导，进一步推动器官捐
献工作。将条例名称改为《人
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进
一步凸显器官捐献的重要性。
坚持自愿、无偿原则，依据民
法典完善器官捐献的条件和
程序。强化对器官捐献的褒
扬和引导，加强宣传，组织开
展遗体器官捐献人缅怀纪念
活动，培育有利于器官捐献的
社会风尚；规定患者的配偶、
直系血亲等亲属曾经捐献遗
体器官的，申请器官移植手术
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推
动器官捐献工作体系建设，加
强器官捐献组织网络和协调
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二是完善器官获取和分
配制度，实行全流程管理。规
定医疗机构从事遗体器官获
取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开展遗
体器官获取服务应当遵循的
要求。细化获取器官前的伦
理审查要求，规定获取遗体器
官的见证程序。完善遗体器
官分配制度，规定遗体器官分
配应当符合医疗需要，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原则，通过国务
院卫生健康部门建立的分配
系统统一分配，要求定期公布
遗体器官捐献和分配情况，接
受社会监督。建立绿色通道
工作机制，高效、畅通运送遗
体器官。

三是加强器官移植技术
应用管理，保障医疗质量。

明确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从
事器官移植应当具备的条
件，严格准入管理。进一步
规范资质审批流程，提升审
批质效。定期对医疗机构的
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
进行评估，完善退出机制。规
定进行器官移植应当遵守伦
理原则和技术临床应用管理
规范，采取措施降低风险，保
障医疗质量。规定器官移植
手术的收费范围，对遗体器官
获取服务按照成本收费，要
求制定收费原则和标准，加
强财务管理。

此外，完善了法律责任有
关规定，加大处罚力度，严厉
打击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
违法行为。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公布 明年5月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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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人数105307万

公报显示，我国养老保险
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
2022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人数105307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2436万人。全国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5035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281万人，其中，参保职工
36711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
13644万人，分别增加1794万
人和487万人。全国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440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74万
人。全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人数54952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155万人，其中实
际领取待遇人数16464万人。
截至2022年末，个人养老金参
加人数1954万人。

全国有12.80万户企业
建立企业年金

公报显示，我国企业年金

稳步发展。截至2022年末，
全国有12.80万户企业建立企
业年金，参加职工3010万人。
企业年金投资运营规模2.87
万亿元，自2007年开展投资
运营以来，全国企业年金基金
年均投资收益率为6.58%。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
扩大到全国范围，进一步满足
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
活就业人员多样化养老保障
需求。

全国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134592万人

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
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以下
简称基本医保）参保人数
134592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参保
人数36243万人，比上年增加
813万人，增长2.3%。其中，在
职职工26604万人，比上年增
长1.9%；退休职工9639万人，
比上年增长3.4%。在职退休

比为2.76，较上年下降0.04。
参加职工医保人员享受待遇
21 .04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3.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数为98349万人。
参加居民医保人员享受待遇
21 .57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异地就医跨省结算取得
阶段性成效。2022年，全国
普通门急诊、门诊慢特病及住
院异地就医11050万人次，其
中，职工医保异地就医7299
万人次，居民医保异地就医
3751万人次。全国普通门急
诊、门诊慢特病及住院异地就
医费用5217亿元，其中，职工
医保异地就医费用1931亿
元，居民医保异地就医费用
3285亿元。

2022年，49个试点城市
中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人数共
16990.2万人，享受待遇人数
120.8万人。2022年基金收入
240.8亿元，基金支出104.4亿
元。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
机构7679个，护理服务人员

33.1万人。

全国共有养老床位
合计829.4万张

2022年，全国设市城市
新建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
施达标率83.2%。

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
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8.7
万个，养老床位合计829.4万
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
构4.1万个，比上年增长1.6%，
床位518.3万张，比上年增长
2.9%；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
施34.7万个，床位311.1万张。

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有
4143万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
贴，其中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
3406.4万人，享受护理补贴的老
年人94.4万人，享受养老服务补
贴的老年人574.9万人，享受综
合补贴的老年人67.4万人。

2022年，年内在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接受健康管理的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12708.3
万人。 本报综合

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发布 截至2022年末

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1.8%
今年前三季度
国内旅游达36.7亿人次

本报综合消息 国新办14日就加快
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
展举行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杜江在会上表示，今年的旅游市场的确可
以用火爆来形容。今年前三季度，根据统
计数据看，国内旅游达到36.7亿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3.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5%、114%。

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以来，旅游业
加快复苏，人们感慨旅游的火爆场面又回
来了。请问对于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潜
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还将采取哪些
政策措施？

杜江表示，今年的旅游市场的确可以
用火爆来形容。今年前三季度，根据统计
数据看，国内旅游达到36.7亿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3.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5%、
114%。居民旅游需求得到集中释放，居
民出行大幅度增加。在带动相关消费扩
大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复苏。

杜江在会上介绍，目前全国共有A级
景区1.49万家，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
700多家，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111家，国
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243家，
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142家，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镇1597家。

另外，在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
部长卢映川透露，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营
业性演出场次34.2万场、票房收入315.4亿
元、观演人数1.11亿人次，比2019年同期
增长121.0%、84.2%、188.5%。

12月14日，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60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全国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1.8%。

本报综合消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14
日发布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
周清玉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的
进展。经最高检指定管辖，吉林省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
罪对周清玉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公开资料显示，周清玉生于1962年9
月，河南人，长期在金融领域供职。他曾
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近10年，于2011年
调任国家开发银行。2022年7月，不到60
岁的周清玉被免去国开行相关职务。

今年5月，官方通报周清玉被查,11
月，被开除党籍。他被指“大肆干预、插手
金融机构职工录用工作”“违规拥有非上市
公司股份，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插
手贷款发放工作，私自留存涉密文件”。

国开行原副行长
周清玉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