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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国
家统计局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比上年上涨0.2%，物
价运行保持总体稳定。展望
2024年，我国物价有望温和回
升，保供稳价具有坚实基础。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
姓生活。2023年，我国CPI月度
同比涨幅均低于3%左右的年度
预期目标，其中1月份涨幅最高，
达2.1%，3月份以来涨幅连续处
于1%以下的低位。

从2023年12月份情况看，
受寒潮天气及节前消费需求增
加等因素影响，当月CPI同比下
降0.3%，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
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下降0.5%转
为上涨0.1%。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
食品占比较高。2023年全年，食
品价格同比下降0.3%。其中，
2023年12月份，食品价格同比
下降3.7%，降幅比上月收窄0.5
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下降0.9%
转为上涨0.9%。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
计师董莉娟分析，2023年12月
份，雨雪寒潮天气影响鲜活农产
品生产储运，加之节前消费需求
增加，鲜菜、鲜果及水产品价格
环 比 分 别 上 涨 6.9%、1.7%和
0.9%。

猪肉价格在食品价格中占
有较高比重。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全年，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6%，其中12月份同比下降
26.1%，是带动当月CPI同比下
降的主要因素。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表示，
受2023年四季度生猪存栏仍处
于较高水平影响，生猪出栏量短
期内或将仍处于高位，叠加春节
后消费季节性下降，预计2024年
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猪价还将
面临一波震荡探底期。随着能
繁母猪产能平稳去化，今年下半
年猪肉供需形势会逐渐好转，猪
价有望逐渐实现温和回升，但总
体将处于窄幅震荡态势。

2023年全年，扣除食品和能
源价格的核心CP I同比上涨
0.7%，我国工业消费品以及服务
消费价格保持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李超表示，2023年CPI总体低
位运行，随着输入性、周期性、季
节性等因素有所改变，基数效应

逐步减弱，商品服务需求持续恢
复，预计今年CPI将温和回升。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看，2023
年全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比上年下降3%。
其中，受国际油价继续下行、部
分工业品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
2023年12月份，PPI同比下降
2.7%，降幅比上月收窄0.3个百
分点；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
月相同。

董莉娟分析，2023年12月
份，国际油价继续下行，带动国
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
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
分别下降6.6%、3%；有色金属市
场需求不足，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下降0.3%；临
近年底部分基建项目加快施工，
水泥等建筑材料供给偏紧，水泥

制造价格环比上涨2.2%，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
上涨0.8%。

“随着总需求持续回暖，市
场信心逐步增强，经济运行恢复
向好，以及提振工业经济发展的
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企业生产经
营稳步推进，叠加基数效应减
弱，下一步PPI同比降幅有望继
续收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立
坤说。

粮油肉蛋菜果奶等重要民
生商品保供稳价，事关人民群众
基本生活。随着2024年春节临
近，守稳护牢百姓“米袋子”“菜
篮子”至关重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联合印发通知，部
署做好2024年元旦、春节、“两
会”期间粮油市场保供稳价工
作；湖北紧盯猪肉、蔬菜、鸡蛋等
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变化，强化风
险预警预判；山东省日照市加大
市场监管力度，开展稳价保质执
法检查……近期，各有关部门各
地落实中央部署，统筹做好保供
稳价。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表示，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将
指导各地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
组织力度，加强产销衔接，丰富
商品品种；重点指导甘肃、青海
商务主管部门推动地震灾区商
业网点加快恢复；根据低温天气
和灾区保供需要，以及市场供需
变化，做好肉类等储备商品投放
准备。

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是深
化医改的一项重要举措。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编办、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10个部门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
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
围绕科学构建、规范内部运行管
理、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完善支
持政策等方面，对全面推进建设
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提
出具体任务和工作要求。国家
卫生健康委1月12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就指导意见相关内容进行
解读。

到2027年底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基本实现全覆盖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
将县域内的县级医疗机构和基
层乡镇卫生院，通过建立一定的
管理和运行机制，形成责任、管
理、服务、利益共同体，以县带
乡、以乡带村，形成梯次帮扶带
动。从单个机构的发展转向更
加注重医共体内所有成员单位
的协同联动发展，更好优化资源
整合和下沉，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获得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
长傅卫在发布会上介绍，1个县
可以组建1个医共体，也可以组

建多个医共体，由各地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
动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建设试点工作，先后确定山西、
浙江、新疆3个试点省份，以及其
他省份的县（市、区）共828个试
点县。

“泸县于2019年启动医共体
改革试点工作，2021年被确定为
全国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
区。”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马晋宇在发布会上介
绍，当地结合区位特点和群众就
医习惯，组建三个医共体，在医
疗资源空间布局上，已经形成10
分钟村级、20分钟镇级、30分钟
县级医疗服务圈。

傅卫介绍，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是对县域医疗卫生体系
的系统重塑。指导意见的印发，
为全面推进这项工作提供遵循
和指南。根据指导意见，到2025
年底，力争90%以上的县市基本
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到2027
年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
现全覆盖。

支持医保基金
向县域医共体倾斜

对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形
成内部激励机制；加强监督考

核，确保医保基金在医共体规范
使用；落实结余留用政策，充分
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明确合理
超支分担界限，保障医疗机构合
理诊疗……国家医保局医药管
理司司长黄心宇在发布会上介
绍，国家医保局按照“总额付费、
加强监督考核、结余留用、合理
超支分担”的要求，指导地方落
实有关工作。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
目的是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如何体现医保对基层
医疗机构的支持？对此，黄心宇
表示，在门诊方面，建立健全职
工医保普遍门诊统筹，把多发
病、常见病等普通门诊费用纳入
到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在报
销比例上对基层医疗机构给予
倾斜。在住院方面，对不同级别
的医疗机构实行差别化医保支
付政策，医疗机构的级别越低，
报销比例越高、起付线越低，
2022年政策范围内职工和居民
医保平均住院报销比例基层医
疗机构比二三级医院分别高
10%和17%。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医保
局将进一步支持医保基金向县
域内医共体和县域内基层医疗
机构倾斜，提高县域内疑难重症
诊治能力，促进基层医疗机构提
供更多医疗服务，提高医保基金

的使用效率。

充分发挥
中医药特色优势

国家中医药局医政司副司
长邢超在发布会上介绍，自2019
年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工作开
展以来，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卫
生健康委共同推动各地积极探
索实践，在县域医共体建设中充
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升中
医药服务可及性，促进中医药和
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推进县级中医医院合理组
建县域医共体，促进县级中医医
院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强县级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
院中医药工作，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指
导意见对县级中医医院建设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进行了特别
强调。

“我们把推广应用好中医药
适宜技术作为提升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截至目
前，共建有省级推广基地32个，
县级基地1828个。”邢超表示，在
县域医共体建设中，将继续发挥
中医药“简、便、验、廉”特色优
势，积极推广应用中医药适宜
技术。

据新华社电

让百姓在“家门口”获得更好医疗服务
——— 聚焦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缅甸冲突各方
达成正式停火协议

据新华社电 1月10日至
11日，在中方斡旋和促推下，缅
军同果敢、德昂、若开等三家缅
北民地武组织代表在中国云南
昆明举行和谈，并达成正式停火
协议。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的。

毛宁说，双方同意立即停火
止战，军事人员脱离接触，相关
争端和诉求通过和平谈判方式
解决。双方承诺不损害中方边
民和在缅项目人员安全。双方
并就停火安排等其他事宜进行
了协商。

毛宁表示，保持缅北停火和
谈势头，符合缅甸各方利益，也
有助于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和平
稳定。中方希望缅相关各方认
真落实业已达成的停火协议，彼
此保持最大克制，继续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问题，共同推动缅北和
平进程取得进展。

“中方愿继续为此提供力所
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发挥建设性
作用。”她说。

1月12日，消费者在贵州省黔西市一家超市选购商品。

2023年全年CPI同比上涨0.2%
物价总体稳定 专家预计今年物价有望温和回升

世界气象组织正式确认

2023年为
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据新华社电 世界气象组
织12日发布新闻公报，正式确认
2023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
称去年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极大，
7月和8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两个月。

世界气象组织用于监测全
球气温的6个主要国际数据集显
示，2023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
化前（1850-1900年）水平高
1.45摄氏度，上下浮动约0.12摄
氏度；去年6月至12月，全球气温
每月都创下新纪录，且7月和8月
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两个月。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自20世
纪80年代以来，每个十年的气温
都高于前一个十年。2023年，全
球范围内记录了极端高温、强降
水、洪水和迅速增强的热带气旋
等大量极端气候事件。

韩国新政鼓励生育
大幅提高育儿补贴

据新华社电 韩国保健福祉
部11日宣布，将从今年起大幅提
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
贴，希望能借此进一步鼓励生育。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按
照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
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
（约合5450元人民币）补贴，比去
年增加30万韩元（1635元人民
币）；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
月可得到50万韩元（2725元人民
币）补贴，比去年增加15万韩元
（818元人民币）。

韩国从去年开始引入这项补
贴，旨在缓解父母的经济压力。
这也是一项在出生率低迷背景下
出台的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