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国内国际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2021年12月31日 星期五 编辑 周力 刘洋

本报通讯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邮编130015 社办公室88600010 总编办88600333 夜班编辑室88600578 广告主任室88600727 88600700 广告部88600007 88600008 今日16版
吉林日报发行处咨询电话 88601818 广告许可证号（95）128号 吉林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零售1.00元

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日前，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

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就进一步发挥信用信息对中小微企业

融资的支持作用，推动建立缓解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长效机制作出部署。

《实施方案》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各类信用信

息平台作用，在切实保障信息安全和市场主

体权益的前提下，加强信用信息共享整合，

深化大数据应用，支持创新优化融资模式，

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中

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可得性和便利度，助

力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为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实施方案》提出，坚持需求导向、充分共

享，多种方式归集共享各类涉企信用信息，破

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坚持创新应用、防控

风险，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健全风险防

控机制；坚持多方参与、协同联动，健全信用

信息共享协调机制，加快构建协同联动的工

作格局；坚持依法依规、保护权益，强化信息

分级分类管理，依法查处侵权行为。

《实施方案》明确了主要任务和工作措

施。一是加强信用信息共享整合。统筹建立

或完善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构建全国一

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进一步整合公

共信用信息，逐步将纳税、社会保险费等信息

纳入共享范围。灵活采取物理归集、系统接

口调用、数据核验等多种方式共享相关信

息。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按照公益性原

则，依法依规向接入机构提供基础性信息服

务。二是深化信用信息开发利用。各级融资

信用服务平台要建立完善中小微企业信用评

价指标体系。鼓励接入机构完善信用评价模

型，依法依规将相关信息向融资信用服务平

台和有关部门开放共享。加强对获得贷款企

业信用状况的动态监测，分析研判潜在风

险。三是保障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明确相关

信息的共享公开属性和范围，建立信息分级

分类管理和使用制度，提升信息安全风险监

测、预警、处置能力，严肃查处非法获取、传

播、泄露、出售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

《实施方案》强调，要加强组织协调，建

立健全协调机制，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快

实现本领域相关信息系统与融资信用服务

平台互联互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做好本

行政区域内信用信息共享应用相关工作。

要强化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中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市场化风险分担补偿机

制、提供贷款贴息。要做好宣传引导，大力

宣传工作成效、典型案例和创新做法，营造

良好舆论环境。

国办印发《实施方案》

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

2022年的第一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将正式生效，全球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

将正式启航。

RCEP生效将带来哪些机遇？如何抓住

机遇？30日，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划重点”。

用早用好降关税、原产地规则等政策

RCEP共计15个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5国以及东盟 10

国。目前，6个东盟成员国和4个非东盟成员

国正式提交核准书，达到协定生效门槛。根

据协定规定，RCEP将于2022年1月1日对已

正式提交核准书的10国生效。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表示，协定实施是

我国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当前，协定实

施的国内准备已就绪，701条约束性义务均

已做好履约准备。

“RCEP如期生效，是宝贵的市场机遇，蕴

含着巨大的贸易创造力，是明年稳外贸的重

要抓手。”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说。

此言不虚。在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东

盟占“头把交椅”，日本、韩国分别位居第四、

第五位。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对

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总值为10.96

万亿元，占我国同期外贸总值的31％。

“RCEP有利于扩大我国优势产品的出

口。”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余本林说，

比如，中日两国首次达成自贸安排，双方在

机械装备、电子信息、化工、轻工纺织等多个

领域相互大幅降低关税，特别是明年我国对

日本出口57％的税号产品将立即实现零关

税，对贸易的促进效应明显。

他表示，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大大降低

了商品享惠的门槛，将鼓励生产商更多使用区

域内的原产材料，有助于本地区形成更加紧密、

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我国中间品的生产

和贸易将获益，纺织原材料、汽车零部件、电子

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出口将进一步增长。”

以高水平开放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RCEP不仅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

而且是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和互惠的自

贸协定。

它的全面性体现在，协定不仅涵盖货

物贸易，还囊括服务贸易、投资等市场准

入、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

领域。

“协定实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

支撑，将成为我国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

带和桥梁，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更加紧密相连。”任鸿斌说。

余本林表示，RCEP将提升我国与其他成

员国的相互投资增长。“服务贸易领域，各方

均作出高水平开放承诺。投资领域，各方以

负面清单的形式作出承诺，外商投资准入更

加放宽，大幅提高了政策透明度。”

RCEP生效后，货物、服务、投资开放承诺

叠加，贸易投资便利化得到制度保障，产业

链供应链有望更加融合，区域投资有望更加

活跃。

“我国产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生产

效率高，更有潜力吸引域内外企业来华投

资。”余本林说。

加快出台针对性举措、加大对企
业的培训

RCEP生效在即，相关国家和企业都在为

此“摩拳擦掌”。

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以加工、出口、

销售冷冻水产品为主营业务，日本、韩国是

其主要市场。公司常务副总裁郭晓华告诉

记者，RCEP生效将给美佳集团带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最近商务、海关等部门多次

上门，就关税减让安排、原产地规则解读等

予以辅导。

记者了解到，为帮助企业尽早抓住RCEP

带来的机遇，商务、海关等部门在全国范围

内已举办超过1000场培训。

“我们要用足用好市场开放承诺和规

则，扩大原产地累积规则的综合效应。”李兴

乾表示。

商务部官网上，设置了专门的中国自由

贸易区服务网子页面，通过这个页面可以查

询RCEP协定的中英文文本、历次培训材料和

政策解读等大量信息，也可以查询RCEP各成

员国优惠税率。

任鸿斌表示，商务部将与各地方、各相

关部门密切配合，跟踪分析形势变化，指导

各地方结合实际，出台针对性支持举措，尽

早尽快让外贸企业切实享受到开放和政策

红利。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RCEP生效在即，商务部为用好协定“划重点”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严赋憬

2021年，哪些与你有关的事儿“上了热

搜”？盘点健康领域，三孩生育政策发布实

施、74种新药被纳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多批集中带量采购的药品和高值医用

耗材价格大幅降低，这些事儿值得好好说

说。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继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21年，我国迎

来人口与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历史性调整。

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

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对

外发布，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

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

支持措施。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

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决定

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

涉及卫生健康、教育、财政、税务等诸多领

域，以期减轻家庭后顾之忧。

为了让政策福利早日惠及民众，我国加

快推进立法进程，仅仅一个月后，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完成修改。随后，多地陆续启动地

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

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每人每年享受累计

10天的育儿假；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

外，享受延长生育假60日，男方享受陪产假

15日……多地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条例中，假

期保障等方面的规定让人眼前一亮。

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

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启动实施母婴安全行

动提升计划、完善生育登记制度……随着有

关部门和地方不断制定、细化政策实施方

案，更多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有望来到百姓身

边。

74种新药进医保 218种药品集
采再降价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又有新药好

药进账——74种新药被纳入新版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涉及肿瘤、高血压、精神病、抗感

染、罕见病等多个领域。

医保专家介绍，这一年共有23个国产重

大创新药品进入国家医保谈判，最终有22个

谈判成功，进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自2017年起，我国每年组织开展医保药

品谈判，通过谈判准入，将许多临床必需但

价格昂贵的独家药品大幅降价纳入医保药

品目录，降低参保患者的用药负担。与原市

场价格相比，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

2021年这次目录调整预计2022年可累计为

患者减负超过300亿元。

挤药价水分、降患者负担，药品集采持

续发力。2021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开展的意见》，从覆盖范围、采购规则等方

面提出药品集采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的具体

举措。

2021年，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第四、

第五和第六批国家药品集采。包括本年度

前两批在内，目前共计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采已在全国范围内落地，覆盖218种药品，平

均降价54％，节省费用超2000亿元。

平均降价82％！高值医用耗材集
采“国家队”再出手

继冠脉支架迈入“千元时代”后，2021

年，集采高值医用耗材再度“发力”。

人工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万元降至约

7000元，人工膝关节平均价格从3.2万元降

至约5000元……2021年9月，第二批国家组

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集采“瞄准”人工

关节，平均降价82％，预计每年可节约费用

160亿元。

而患者已于2021年 1月用上平均降价

93％的集采中选冠脉支架。不但如此，为配

合降低患者负担，国家医保局还指导外地患

者占比大、现行价格低于全国中位价格的省

份，配套调整冠脉手术价格，冠脉支架3项手

术费用已调至8300元左右。

近年来，医用耗材集采渐成地方常态。据

国家医保局介绍，目前，所有省份均以独立或联

盟形式开展医用耗材集采，覆盖导引导丝、吻合

器、补片、胶片、冠脉球囊、人工晶体等医用耗材。

2021年6月，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发布

《关于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和使用的指导意见》，对开展国家组织

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加以总体规范，为扩大国

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范围、进一步降低

患者医药负担明确方向。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集采

将成为公立医院采购的主导模式，惠及广大

群众。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三孩，来了！新药，进了！耗材，降了！
——2021，这些“民生热点”值得关注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彭韵佳

新华社西昌12月30日电（王玉磊 胡煦劼）12月30日凌

晨，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九

号。这是中国航天今年的收官之战，也是这个中心西昌发射

场二号工位完成的第100次发射任务。

20世纪80年代，为了在国际航天发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

地，西昌航天人仅用14个月便在一片乱石滩上新建起一座发

射工位——有“亚洲第一塔”之誉的二号工位。而建造同等规

模的发射工位，美国要用19个月，法国要用29个月。

1990年7月16日，长征二号E从刚建成2个月的二号工位点

火起飞，新工位和新火箭均取得圆满成功。至今的31年里，这

个工位顶风云、举北斗、托嫦娥、铸天链，成为我国航天率先突破

百次发射的发射工位，具备了发射低、中、高不同轨道及不同类

型载荷、不同射向及不同型号火箭的能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中

国航天“第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度、中国速度、中国奇迹。

这是一张二号工位发射密度的数据表——执行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近60％的航天发射任务，63％的北斗工

程发射任务，67％的探月工程发射任务，82％的外星发射任

务，86％的天链星座发射任务；

这是一张二号工位发射任务的成绩单——成功发射我国

第一型捆绑式运载火箭、我国第一颗北斗卫星、人类第一个月

背探测器，成功实现我国第一次“中国箭＋中国星”出口、北斗

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一张二号工位发射提速的时间轴——第一个10次

发射用了6年、第10个10次仅用1年多，第一个50次发射用

了22年、第二个50次仅用9年多；

“建党百年百次发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据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介绍，他们将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继续创造新的

奇迹，二号工位的下一个100次发射将会随着我国航天事业

的快速发展来得更快。

我国一发射工位航天发射次数率先破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高蕾）记者30日从民政

部获悉，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第一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

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据了解，《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已于2019年12月

27日批准发布。规范规定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的基本要求、

安全风险评估、服务防护、管理要求等内容，划出了养老机构

服务的安全“红线”。为了让养老机构做好充分准备、顺利过

渡到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规范设置了两年过渡期。2022年

1月1日，规范将生效实施。

“规范正式生效实施，意味着全国所有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年人都将受到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保护，所有养老机构也

将受到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约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

长李邦华介绍，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强行政检查、进一步完善

标准与综合监管制度衔接，推动强制性国家标准落实到位，同

时加强对不达标机构的帮助指导。

此次发布会上，民政部还发布了《养老机构老年人跌倒预

防基本规范》《养老机构膳食服务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洗涤服

务规范》《养老机构老年人营养状况评价和监测服务规范》《养

老机构服务礼仪规范》《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养老机构接待服务基本规范》《养老机构康复辅助器具基本

配置》等8项行业标准。

我国养老服务领域首个强制性
国家标准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12月29日，在匈牙利布达
佩斯的国会大厦前，人们用光
画出“2022”字样（长时间曝光
照片）。随着2022年的脚步临
近，全球多地的城市街头由

“2022”标识装点，新年气氛渐
浓。
新华社发（弗尔季·奥蒂洛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周粤婷 张骁）北京地铁冬

奥支线（11号线西段）位于北京石景山区，设模式口站（暂缓

开通）、金安桥站、北辛安站、新首钢站4座车站。记者30日从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冬奥支线已经具备开通条件。

这条新线开通后，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所有比赛场馆将

全部可以乘坐地铁抵达，成为冬奥会绿色低碳的交通体系的

重要一环。

记者近日乘坐冬奥支线列车，先后探访新首钢站、北辛安

站、金安桥站。冬奥支线车厢内外采用蓝白两种色调，车厢内

车顶的照明灯设计成雪花绽放造型，车门口扶手杆设计成冰

球杆造型，仿佛是一列穿行地下的“雪国列车”。

在新首钢站，车站使用中国红配色。作为临近首钢滑雪

大跳台的车站，新首钢站在墙面、房檐部分大量装饰冰雪元

素；北辛安站临近首钢园区，车站内铁锈色的铝板、仿混凝土

质感的墙面让人仿佛置身钢铁工厂；作为北京地铁11号线、6

号线、S1线及规划京门市郊铁路的四线换乘车站，金安桥站

装修风格偏“新中式”，使用大量精致的仿木结构。

北京地铁冬奥支线车站室内设计负责人、北京北建大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李志阳介绍，冬奥支线车

站装修体现“节约型车站空间”设计理念。这种设计以减少建

设维护投资、提升乘客舒适性为目标，摒弃冗余装饰，不刻意

追求视觉冲击，更多地强调实用、耐久和耐旧。

北京地铁冬奥支线具备开通条件

新华社首尔12月31日电（记者陆睿 孙一然）韩国前总

统朴槿惠当地时间12月31日0时（北京时间30日23时）获得

特赦，被正式释放。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向因病正在三星首尔医院接受

住院治疗的朴槿惠颁发赦免证书，同时撤离常驻病房的法警，

赦免程序结束。

本月24日，韩国政府宣布，朴槿惠将于本月31日获得特

赦。韩国政府表示，从国民团结和朴槿惠本人健康状况等因

素考虑，做出特赦决定。朴槿惠因患病于11月22日起接受住

院治疗。

朴槿惠2013年至2017年任韩国总统。2017年 3月 10

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针对时任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

惠被弹劾罢免，失去司法豁免权。今年1月，朴槿惠因“亲信

干政”案和收受国家情报院“特殊活动费”案被判处20年有期

徒刑，加上此前在干涉国会选举案中获刑2年，累计获刑22

年，刑期从2019年4月17日算起。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获特赦
被正式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