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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省人社厅了
解到，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

（职）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 的 退 休 人 员 调 整 基 本 养 老
金，月人均增加基本养老金 174
元 ，增 幅 5% 左 右 ，惠 及 全 省
261.3万退休人员。

今年是连续 15年调整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第 4年同
步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退休人员养老保
险待遇调整继续坚持“并轨”原
则，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
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调
整。

按照规定，定额调整是指
调整范围内的退休人员每人每
月增加 53 元；挂钩调整是指企
业 退 休 人 员 按 本 人 缴 费 年 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折算工
龄）每满 1年（不满 1年的计为 1
年）每月增加 2.1元。缴费年限
不满 10 年的按 10 年计算。再
按本人基本养老金（含冬季取
暖补贴）水平的 1.5%增加基本
养老金。机关事业退休人员按
本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
限、不含折算工龄）每满 1年（不
满 1 年 的 计 为 1 年）每 月 增 加
1.4 元。缴费年限不满 10 年的
按 10年计算。再按本人退休时
职务（职级）对应的 2018 年 12
月同职务（职级）人员平均养老
金 水 平 的 1.5%增 加 基 本 养 老
金。在定额调整和挂钩调整基
础上，对下列群体进行倾斜调
整：2018年 12月 31日前年满 70
周岁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再
增加 37 元；一类艰苦边远地区
退 休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再 增 加 10
元，二类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
员每人每月再增加 15元。企业
退休军转干部调整后月基本养
老 金 低 于 3358 元 的 补 到 3358
元。

在资金渠道和发放方面，
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
企 业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中 列
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的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基金中列支，不足部分由同级
政府负责安排资金，确保发放
到位。没有纳入养老保险统筹
的，由原渠道予以解决，同时要
求在 7 月底前将增加的基本养
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不
得发生拖欠。 （武佳）

据《山西晚报》

为何单独立法为何单独立法

为了促进我国疫苗质
量进一步提升，疫苗管理法
制定了一系列新规，鼓励疫
苗 的 创 新 和 发 展 ，其 中 包
括：明确规定国家支持疫苗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
疫苗研制和创新，将预防、
控制重大疾病的疫苗研制、
生产和储备都纳入了国家
战略。

同时，国家制定疫苗行
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支
持疫苗产业发展和结构优
化，鼓励疫苗生产规模化、
集约化，不断提升疫苗生产
工艺和质量水平。

国家根据疾病流行情

况、人群免疫状况等因素，制
定相关研制规划，安排必要
的资金，支持多联多价疫苗
等新型疫苗的研制，组织疫
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科研单
位、医疗机构联合攻关，研制
疾病预防控制急需的疫苗。

此外，鼓励疫苗上市许
可持有人加大研制和创新
资 金 的 投 入 ，优 化 生 产 工
艺，提升质量控制水平，推
动疫苗技术进步。对于创
新疫苗将优先审评审批。

据《经济日报》

中国就疫苗管理单独立法中国就疫苗管理单独立法
疫苗全生命周期实行最严格管理疫苗全生命周期实行最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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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疫苗管理法，这是我国首次就疫苗管理单独立法。该法律明确提出，
疫苗应该实行最严格的监管，对疫苗的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全过程提出了特别的制度和规定；严厉打击疫苗违法
行为，对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鲜明地体现了“最严格”管理原则——

6月29日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疫苗管理法。这是我国首次就疫苗管理单独立法。
疫苗关系人民生命健康，也关系公共卫生安全和国家安全。过去，我国曾经是世界上乙肝病毒威胁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9.7%；直至2002年乙肝疫苗被纳入儿童免疫规划，目前乙肝病毒携带率已下降到1%以下。
目前，我国共有45家疫苗生产企业，可以生产60种以上疫苗，能够预防34种疾病，年产能超过10亿剂次，是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靠自身能力解决全部计划免疫疫苗的国家之一。
疫苗管理法出台将规范疫苗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有利于促进我国疫苗提升质量，也将增强人民群众对疫苗安

全的信心。

疫 苗 管 理 法 出 台 之
前，在药品管理法、传染病
防治法，以及疫苗流通和
接种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
中，都对疫苗管理制度有
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
袁杰介绍，近年来，在疫苗
领域发生了一些问题，特
别是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发
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多次开会研究，其中
有一项明确要求，就是要
进 一 步 完 善 疫 苗 管 理 制
度。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
关立即行动起来，提出了

专门立法的想法。
疫苗管理法在总则中

明确规定“国家坚持疫苗产
品的战略性和公益性”。“由
于疫苗活动和疫苗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它的法治建设
显得十分必要。”袁杰说，疫
苗 在 管 理 上 有 一 些 特 殊
性，质量要求也高，所以专
门立法也有利于增强立法
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行
性。从法律规范上讲，把
分散在有关法律和行政法
规中的规定整合成一部法
律，有利于发挥制度顶层设
计的权威性，同时也有利于
各有关主体操作。

疫苗是特殊药品。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
红指出，其特殊性体现在 3
个方面：首先，疫苗涉及公
共 安 全 和 国 家 安 全 。 其
次，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
染病非常有效的公共卫生
手段。“它是预防性产品，
是供健康人群使用的，其
中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是 婴 幼
儿。”焦红说。再次，疫苗
产品是生物制品，生物制
品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复杂
性，这就意味着疫苗生产
要做到安全、有效、可控。

在上述前提下，疫苗
管理法是在药品管理法一
般原则的基础上，针对疫
苗特点制定的一部特别法
律。该法律明确提出，疫
苗 应 该 实 行 最 严 格 的 监
管，对疫苗的研制、生产、
流通、预防接种全过程提
出了特别的制度和规定。

疫苗管理法明确了严
格的生产准入制度。焦红
介绍，从事疫苗生产活动，
除了要符合药品管理法的

一般要求之外，还应该
符 合 行 业 的

发 展 规

划和产业政策，要具备适
度规模和产能储备，也要
具备保证生物安全的制度
和设施。生产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应该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其
他关键岗位的人员也应该
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从
业经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巡视员
崔钢表示，在疫苗的使用
环节，通俗来讲就是怎样
把好的疫苗提供给群众，
疫苗管理法有新亮点。

疫苗管理法对于接种
单位设定了必要条件，包
括机构资质、硬件条件、人
员准入条件等，都有严格
要求。在实施预防接种工
作中，对多年实践积累下
来 的 工 作 经 验 进 行 了 总
结，常说的“三查七对”，就
是在实施过程中医务人员
要检查了解受种者的相关
情况，以及疫苗的有效期、
疫苗的剂量、通过什么途
径接种，等等，通过法律来
规范操作。“一方面使服务
更加规范，另一方面让老
百姓更加放心。”崔钢说。

一旦出现疫苗违法行
为，该如何惩处？对此，疫
苗管理法作出了“最严格”
规定。

焦红表示，疫苗管理法
对生产销售假劣疫苗的，申
请疫苗注册提供虚假数据
的，以及违反相关质量管理
规范等违法行为，设置了远
比一般药品高的处罚；并且
明确要严格处罚到人，对违
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关键岗位工作人员以及
其他责任人员，要给予严厉
的 资 格 罚 、财 产 罚 和 自 由
罚。

“法律严厉打击疫苗违
法行为。对构成犯罪的依
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这在
以前的法律中，没有在法律
责任第一条中出现过。这
次疫苗管理法在第一条就
进行了规定，非常鲜明地体
现了最严格的原则。”袁杰
说。此外，法律还强化了信
用惩戒。建立信用记录制
度，对严重的行为要纳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按照
规定公示疫苗上市许可持
有人及相关人员的严重失

信信息，实施联合惩戒。
值得注意的还有，此次

疫苗管理法对异常反应监
测 和 处 理 专 门 作 出 了 规
定。疫苗的异常反应，即通
常所说的药品不良反应，是
由 疫 苗 的 生 物 特 性 决 定
的。崔钢介绍，接种疫苗以
后出现异常反应，发生率是
非常低的。我国目前已经
建立了疫苗接种异常反应
监测系统。如果发现可能
认为比较严重的疑似异常
反应，受种者要及时就诊。
接到就诊者，接种单位、医
疗机构要及时向所在地疾
控机构报告。疾控机构要
组织开展调查诊断。通过
调查认为属于异常反应的，
要把结果及时告诉受种者
或者其监护人，并启动补偿
工作。

崔钢认为，此次法律在
异常反应处置方面有一个
很大的突破，即对异常反应
补 偿 范 围 实 行 目 录 管 理 。
他指出，建立目录的目的，
一是便于调查诊断和鉴定，
使整个过程更加科学规范，
更加有据；二是使补偿更加
合理。

实行实行““最严格最严格””监管监管

犯罪从重追究刑责犯罪从重追究刑责

推动技术进步推动技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