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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法典
走进群众心里

□ 张 璁

各地法院适用民法典判决的各类“首

例”案件广受关注，“八五”普法规划将“突

出宣传民法典”明确为普法重点内容，一些

地方建起了民法典主题公园……民法典正

式施行一年来，对经济社会正产生越来越

深刻的影响。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

行。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

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作为“社会生

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充分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着眼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植根社会生活的深厚土壤，

才能将民法典真正落到实处，才能让人民

群众收获满满的法治获得感。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民法典实施需要及时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变化。比如，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对权

利的保护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向数字空间延

伸。从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关注，到加

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从搭起平台责任的

制度框架，到针对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人

肉搜索等问题构建起预防与救济制度体

系，这一年来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民法典

为数字生活带来的改变。敏锐捕捉社会生

活的深刻变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追求美

好生活的法治需求，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

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实施好民

法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法典实施深深扎根中国社会的现实

土壤，充分汲取源源不断的养分和生命

力。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头顶上

的安全”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民法典对高空

抛物坠物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得到充分运

用；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家风，民法典中

“树立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等正

在愈发显露出其现实意义。民事法律关系

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法律关系，实践

证明，民事关系调整得好，各种社会关系就

更和谐，各种社会矛盾也就更能得到妥善

处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就更有保障。

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还是衡量各

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

度。如今，各地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

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级党和国

家机关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典实施，

确保民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子率以

正，孰敢不正”，民法典作为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的重大标志性成果，须以其促进公权

力依法履行职能、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

才能让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民法典既是

保护群众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

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只有让民法典融入群

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才能实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为美好生活筑牢法治基础。

民法典更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

基础性法律，要充分发挥其在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努力将权利义务规范变为治理实践，切实

把法律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真正依法更

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更好护航人民美好

生活。

□ 彭韵佳 栗雅婷 林碧锋

邱冰清

三批集采次次瞄准“用药痛

点”，400余个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

约50%；医保谈判再纳新药好药，首

次为高值罕见病救命药“亮绿灯”；

集采高值医用耗材再度“发力”，人

工关节平均降价82%；门诊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全面启动，异地就医服

务再升级……

2021年，医药领域交出的“民生

账本”可圈可点，这背后“增”的是民

生福利，“减”的是百姓负担。

“一粒药”里的“民生账本”

“集采后，买药的花费明显变少

了。”来自江苏泰州的患者周雨（化

名）身患胆囊恶性肿瘤，手术后需使

用吉西他滨、奥沙利铂进行化疗。

在集采前，周雨一个疗程（21

天）的用药花费约2640元，集采后，

使用同一厂家药品，一个疗程仅花

费约480元，化疗费用降低约82%，

患者经济负担明显减轻。

自2021年 10月31日起，第五

批国家集采结果在江苏全面落地执

行。执行仅1个多月的时间，江苏已

经完成该批集采合同采购总量的

18.9%，合同采购总金额的15.4%。

随着药品集采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后，国家医保局在2021年先后开

展了三批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其中，前两批国家药品集采拟中选

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落地。

药品集采“国家队”还在2021

年首次涉足生物制药领域，对糖尿

病临床常用的二代和三代胰岛素进

行集采，首年采购需求量达2.1 亿

支，并将于2022年上半年落地。

同样是为老百姓减轻用药负

担，2021年岁末的医保目录谈判备

受关注。此轮谈判共有74种新药进

医保，涉及癌症、高血压、新冠肺炎

等多个领域，并首次纳入高值罕见

病用药，这为患者用药带来了更多

选择。

纳入更多好药、新药只是第一

步。为方便更多患者尽快用上这些

药品，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卫健委

共同推进药品“双通道”的建立，通

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

两个渠道，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

公里”。

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再“发力”

首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

的冠脉支架在 2021 年 1月 1日落

地，均价700元的冠脉支架惠及大

量患者。

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

采购办公室最新数据，2021年1月~

11月，医疗机构共使用中选产品冠

脉支架 131.14 万个，相较集采前

2020年同期使用数量增长33.46%。

“2021年1月~11月，中选冠脉

支架采购金额8.11亿元。”国家组织

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集中

采购组组长高雪说，相比较集采前

的价格，中选支架自落地后已节省

支架费用142.88亿元。

2021年9月，第二批国家高值

医用耗材集采将“发令枪”瞄准人工

关节，对人工髋关节和人工膝关节

进行集采。

中选的人工关节预计从 2022

年 3月份~4月份开始陆续投入使

用。集采后，拟中选的人工髋关节

平均价格从3.5万元下降至7000元

左右，人工膝关节平均价格从3.2万

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

“对集采降价可能带来的手术

量激增，我们将做好准备，让患者真

正享受到改革红利。”天津市天津医

院院长马信龙表示，这次集采中标

的产品与医生之前的使用偏好一致

性较强，而且将伴随服务的价格也纳

入竞价，保证医疗行为能够顺利实施。

业内人士表示，从均价700元

的冠脉支架到进入“千元时代”的人

工关节，体现了国家深化高值医用

耗材治理的决心。随着制度框架和

规则更加成熟，高值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将进入常态化，这也能够进一

步推动解决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

的问题。

就医便民举措“落点多”

“现在医保政策好了，我在异地

看病方便多了。”2021年12月初，来

自海南三亚的肾病患者胡海云，在

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人民医院特殊

门诊看病取药花费约 600 元。随

后，她通过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

按海南省医保政策办理好直接结

算，共报销了508.82元。

受益于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的便利，更多像胡海云一样的患者

不需要再邮寄报销单、委托亲属，以

往花费一两个月才能办好的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只需“动动手指”，

就可以在线上完成办理。

据介绍，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服务已经覆盖全国97.6%的统筹

区和12万家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累

计结算突破1000万人次。

提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

务、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

平台建设、开通医保电子凭证、医保

关系转移接续……2021年多项就医

便民举措同时推进，进一步解决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看病就医服

务更加便捷。

“医保电子凭证全渠道激活授

权用户数已超过9.7亿，接入定点医

疗机构超过34万家、定点零售药店

超过37万家。”国家医保局副局长

李滔介绍，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

国家医保局为每一位参保群众提供了

电子身份标识——医保电子凭证。

参保人员可以通过医保电子凭

证在全国、全渠道办理医保业务，

有效提高医保业务的办理效率，这

将进一步打通医保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

“医药民生账”中的“增”与“减”
——说说2021年就医吃药那些事儿

□ 柴海亮 刘翔霄

政府牵头“零工市场”解决务工

人员的生计问题、用窗帘和高龄独

居老人“对暗号”知安危、家门口的

社区食堂服务亲切又平价……寒冬

时节，新华社记者走访三晋大地，从

二三小事中感受“民生温度”。

让风里雨里“蹲马路”
成为过去时

过去近30年间，山西省运城市

盐湖区中银大道建北桥口一直是当

地有名的零工“马路市场”。

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没亮，不少

务工人员就会赶来这里，开启一天

的求职。大马路上、商场门口，有人

蹲着，有人站着，还有人来回走动。

随着务工者、用工者的聚集，横穿马

路、跨越护栏现象多见，不仅造成交

通拥堵，交通事故也频繁发生。

34岁的程晓鹏是运城市临猗县

孙吉镇薛公村人。2020年，他在建

北桥口“蹲”了一个月，早上天不亮

就到，下雨天凑合找个地方避雨，前

后总共接了4个活。

2019年冬，由盐湖区政府设立、

盐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

头，第三方组织运营的综合就业服

务平台“运城零工市场”开始筹建。

次年9月，市场开始运营，并为务工

人员提供“520”服务：一荤一素、主

食免费的5元餐，临时休息室每晚2

元，以及0元租赁各种简单工具。

程晓鹏记得，零工市场刚运营

时，大家半信半疑，工作人员到现场

宣传政策，并专车接送大家去熟悉

环境、进行用工信息匹配。人社局

还牵头建了一个微信群，便于求职、

用工双方信息共享。来到零工市场

的第4天，他就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

作。“政府有公信力，找的都是靠谱

的企业。”他说。

“运城零工市场”的运行，不仅

改变了务工人员的求职环境，还实

现了用工信息的精准对接。盐湖区

人社局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主任任平生说，一年多来，市场先

后采集零工求职信息6000余条，提

供就业岗位 2 万余个，促成就业

5000余人。

与高龄独居老人立下
“一帘”之约

太原市有一支特殊的志愿服务

团队——“窗帘行动”服务队。他们

的出现，让很多高龄独居老人多了

几分安全感。

“窗帘行动”服务队发起者名叫

张建中，退休前是一位火车司机。

他和妻子组织大家做公益时，发现

社区有不少高龄独居老人。通过联

系社区进行摸底，并征得老人及其

家人同意，服务队选定了一些体弱

多病的高龄老人作为服务对象。志

愿者每天清早七点到八点半之间定

时在老人楼下巡查，若发现窗帘被

拉开，表明老人安全，他们便会放心

离开；如果窗帘没有被拉开，他们会

立即前往老人家中查看询问，防止

意外发生。夜幕降临，他们还会查

看老人的窗帘是否已经拉上。

“一开始试行了3个月。没想到

很多人点赞，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

信心。”张建中说。

67岁的志愿者张巧富负责巡查

杏花岭区铁路迎春社区两位高龄老

人。2021年 6月6日这天清早，她

一如既往来到89岁独居老人谢淑英

的窗下，却没有看到老人像往常一

样拉开窗帘。老人心脏不好，前几

天还患了感冒。见此情景，张巧富

心里一阵紧张，急忙走上前去轻叩

窗户，只见老人隔着窗户向她微微

招了招手。她一边跑去敲门，一边

给老人的儿子拨电话。等到老人的

儿子赶到，她又帮忙把老人送往医

院，直至老人脱离危险才离开。

“能给社会尽一点力，就觉得挺

有价值。”张巧富说，加入“窗帘行

动”后，自己每天6点就起床，到点

就出勤，帮助别人的同时也锻炼了

身体。

太原市“窗帘行动”志愿服务队

有一套管理制度，包括出勤穿“制

服”、定时窗外巡查、拍照后在微信

群“打卡”等。从2021年4月至今，

已经有35名志愿者和8个社区16

位老人立下了“窗帘之约”，“窗帘行

动”志愿者队伍也从最初的10人增

至30多人。

社区食堂的“邻里之情”

窗外的风“嗖嗖”地刮着，冷得

很。记者推开太原市迎泽区老军营

街道办新建南路二社区食堂的门，

顿时感到温暖如春。这里原是一处

废弃的电工房，经过重新装修、路面

修整，2021年国庆节开始运营。短

短两个多月，它便赢得了社区居民

的口碑。

11时30分，排队打饭的人多了

起来。74岁的桃园南一社区居民

刘太来点了一份手工饺子，并在打

饭窗口旁落座。“6两16.8元，猪肉大

葱馅儿的，比自己做省事，也不贵。”

83岁的马金兰老人说，这里饭

菜清淡可口，合乎老年人的口味。

天冷，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出门不方

便，社区食堂还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饭菜和服务性价比都很高。

正说话间，社区食堂工作人员

武晓萍端来了热乎乎的饺子汤。

“我们服务的大多是老人，两个月

来互相都熟悉了。我们帮着端个

盘子、盛点汤是常事，大家在一起

挺和谐。”

2021年以来，太原市把建设社

区食堂作为推进社区建设和居家养

老服务的重点工作之一，通过政府

提供补助、餐饮企业参与建设的方

式，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

到物美价廉的餐饮服务。新建南路

二社区食堂是太原市首批投入运营

的20家社区食堂之一，服务范围辐

射周边六七个社区。

负责食堂运营的山西膳立德餐

饮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少东打

开手机向记者展示：昨天和前天就

餐人数均为1123人，人均消费11

元上下。社区食堂每日菜品有上百

种，60 岁及以上老人就餐打九

折……山西人爱吃面食，社区食堂

除提供手擀白面外，每天至少还有

两种粗粮面，卤有4种、小料有11

种。菜品价格很惠民，包括1元的泡

菜、8元的过油肉……

太原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太原市计划3年内在全市建设

500个社区食堂。

从点滴暖心事看三晋“民生温度”

牵牵 挂挂
连日来，来自全国多地

的防疫力量和生活物资源源

不断汇集西安，支援西安抗

击疫情。图为1月6日，防疫

人员在为一家隔离酒店铺设

防护膜时为西安加油。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残疾预

防行动计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为“防残于未然”提供指引。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20项工作任务

和25项工作指标，涵盖了各主要致残因

素的防控任务和措施，提出“全面实施覆

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残疾预防三级防

控策略，着力推进关口前移、早期干预”

“逐步扩大致残性疾病筛查病种范围，推

进早筛、早诊、早治”“加强长期照护服务”

“加强残疾预防科技攻关、示范应用”等新

举措、新要求。

“防残于未然”
有了国家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