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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启动。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编造不实信息、
虚假夸大宣传、制造报考焦虑等方
式，借助高科技手段实施诈骗。记
者 6 月 29 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会同有关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
和家长，从正式渠道了解、确认考试
招生政策和信息，谨防上当受骗，遭
受各种损失。

据悉，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
不法分子声称有内部特殊渠道、掌
握内部招生名额，以达到骗取钱财
的目的。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
取有严格的工作流程，不存在所谓
的“内部指标”。要高度警惕此类

“花钱能买大学名额”的诈骗信息，
切勿上当受骗。

此外，有些考生高考分数达不
到高校录取要求，但考生和家长仍
对上大学有着强烈渴望，从而被不
法分子利用，交纳高额录取费、手续
费等。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务必
认真辨别普通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
形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进修方
式。

教育部还提醒，应认准“官网”
标识，通过官方发布、认证的网站确
认录取信息，收到录取通知信息时
要注意甄别。

（胡梦雪 杨湛菲）
据新华社

今年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强化专家监督管理，明确专家参与规
则和遴选标准条件，加强对参与专家的专业培训和指导，提高评审
测算的科学性、规范性。

据介绍，近年来专家评审规则已趋于稳定，主要采取专家讨论
和个人评分同时进行的方式，争取传达给企业稳定的预期。

今年 8 月至 9 月为专家评审阶段。根据企业申报情况，药
学、临床、药物经济学、医保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将联合评审，形
成拟直接调入、拟谈判或竞价调入、拟直接调出等药品建议名
单，同时将对拟谈判或竞价药品的规格、医保支付范围等进行
论证确定。

在谈判环节，医保谈判专家将分组与医药企业就药品支付标
准进行“面对面”谈判磋商，并根据谈判结果决定药品能否进医保、
以什么价格进医保。

截 至 2023 年 底 ，我 国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约 13.34 亿
人。一轮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正切实帮助参保人用上更多
好药，减轻医药费用负担。

据新华社

记者 6月 30日从教育部获悉，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
助热线电话于 7 月 1 日开通，号码为 010-66097980、010-
66096590，受理时间持续至 9月 15日，每天 8:00至 20:00，为
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
询与帮助。

据介绍，教育部热线电话全面受理各类国家资助政策
咨询与问题投诉。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门
所属高校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其中省级热线电话主要受
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中央部门所属高
校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绿色通道、校
内奖助学金等有关的咨询。大学新生可根据实际需要，有
针对性地选择拨打。

暑期将至，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网络诈骗，警
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
做到“不回复、不接听、不理睬、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安
全最可靠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

（胡梦雪 杨湛菲）
据新华社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获
悉：《国家级生态旅游区运营管理规范》等国家标准 7月
1日起开始实施，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国家级生态旅游区运营管理规范》标准进一步规
范了景区的生态保护、社区参与、生态教育与品牌传播
等内容，完善了生态旅游区在资源、环境、产品、服务、
设施、功能与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帮助生态旅游区提升
运营管理规范化水平，促进我国生态旅游健康持续发
展。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标准总结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的可持续性管理经验，设置了
举办各类大型活动的 7 大类 35 个可持续性评价指标，

将为提高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水平、科学评价大型
活动可持续性提供参考。

《绿色产品评价 物流周转箱》标准规定了物流周
转箱绿色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有助于引导物
流周转箱生产企业推进绿色产品设计和生产，增加物
流企业绿色产品供给，推动物流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

《邮件快件循环包装使用指南》标准为邮政快递行
业提供了通用的邮件快件包装回收与循环工作指南，
有助于提高邮件快件包装循环效率，提升邮件快件包
装标准化、循环化、减量化、无害化水平。

据《人民日报》

教
育
部
提
示

教
育
部
提
示——

——

高
校
招
生
录
取
期
间
谨
防
上
当
受
骗

高
校
招
生
录
取
期
间
谨
防
上
当
受
骗

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
资助热线电话1日开通

事关13.34亿参保人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启动

新一批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
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每一名参保人。
7月 1日，今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符

合条件的医药企业可以开始提交申报材料。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目录？今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有

哪些重点？《2024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中，能找到“答案”。

工作方案明确，目录外 5 类药品可
以申报参加 2024年医保目录调整，包括
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适应症或功能主
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等。

今年的申报条件也进行了小幅调
整，按规则对药品获批和修改适应症的
时间要求进行了顺延，2019 年 1 月 1 日
以后获批上市或修改适应症的药品可以
提出申报。这意味着，更多新药将被纳
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经过此前的 6 轮调整，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已累计新增纳入 744 个药品，包
括通过谈判新增的 446 个药品，其中大
部分为近年来新上市、临床价值高的药
品，覆盖目录 31个治疗领域。

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式为企
业申报制，申报范围主要聚焦 5 年内新
上市药品。在此影响下，5 年内新上市
药品在当年新增品种中的占比，已从
2019 年 的 32% 提 高 至 2023 年 的
97.6%。以 2023 年为例，共有 57 个品种
实现“当年获批、当年纳入目录”。

除了申报环节，后续的评审、测算、
谈判等流程也对创新药给予“倾斜”。如
在评审测算环节，将创新性作为重要指
标，提升创新药的竞争优势。

经过多次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经累计调出 395 个疗
效不确切、易滥用、临床被淘汰或者即将退市的药品。

今年的工作方案对调出品种范围进行明确，将近 3年未向医
保定点医药机构供应的常规目录药品，以及未按协议约定保障市
场供应的谈判药品列为重点考虑的情形，以帮助强化供应保障管
理。

“吐故纳新”，更多新药、好药将进入医保药品目录。



———纳新药—纳新药、、降降
药价药价，，更多新药更多新药、、好好
药有望进医保药有望进医保

———调—调““老药老药”、”、腾空间腾空间，，
引导药品目录引导药品目录““提档升级提档升级””

———更科学—更科学、、更规范更规范，，药药
品目录调整将更加公开品目录调整将更加公开、、透明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