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3月4日 星期二责编 刘学勤 美编邱巍 校对正杰时事·综合14

据新华社电 记者3日从国家医保
局获悉，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耳鼻喉
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
行）》，将原有价格项目统一整合为164
项，指导各地规范耳鼻喉科医疗服务价
格，帮助更多患者“听得见、说得出”。

在人工耳蜗方面，为配合人工耳蜗
集采政策落地实施，立项指南设立了“人
工耳蜗适配”“人工耳蜗植入”“人工耳蜗
取出”等项目。其中，“人工耳蜗植入”将

“耳蜗畸形”作为加收项，鼓励医疗机构
为复杂病例患者提供更加规范的治疗服

务，充分反映复杂医疗技术价值。对于
因感染、磕碰等原因导致植入体损坏或
需取出的情况，“人工耳蜗取出”价格项
目也提供了明确的收费依据。

在助听器方面，国家医保局调研了
解到不少老年人因为助听器异响而放
弃使用助听器。为此，此次立项指南专
门规范“助听装置适配”“骨导式助听装
置植入”“中耳助听装置植入”“助听植
入装置取出”等价格项目。据悉，国家
医保局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合理制定价
格水平，促进医疗机构为听力减弱的老

年人提供更加精细的助听装置植入和
调试服务，更好满足不同类型听损老年
人的就医需求。

在喉科方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
发展，一些新兴的喉科技术成为改善喉
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如喉全切除
术后辅助发音管植入，是喉全切除术后
重新获得言语功能的重要方法，目前在
国内仍处于推广阶段。为鼓励项目普
及，立项指南设立“发音装置安装、发音
装置取出/更换”项目，鼓励医疗机构为
发音障碍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太空出差”乘组已选定

2025年中国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发布
据新华社电 我国今年将发射神舟

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目前
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正在开展相关训
练。

这是记者3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了解到的消息。

2025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扎
实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和载人月球
探测两大任务，为推动科技强国、航天
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其中，工程
规划了2次载人飞行任务和1次货运
飞船补给任务，执行2次载人飞行任务
的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正在开展相
关训练。2次载人飞行任务期间，主要
任务是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气
闸舱出舱任务，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
验和技术试验，开展平台管理工作、航
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
要活动。

中国空间站建成以来，工程全线密
切协同，先后组织完成4次载人飞行、3
次货运补给、4次飞船返回任务，5个航
天员乘组、15人次在轨长期驻留，累计
进行了11次航天员出舱和多次应用载
荷出舱，开展多次舱外维修任务，刷新
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的世界纪录，
完成包括2名港澳载荷专家在内的第
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低成本货物运输
系统择优并启动研制、《中国空间站科
学研究与应用进展报告》（2024年）发
布等工作。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行稳定、
效益发挥良好，已在轨实施180余项空
间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涉及空间生命
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
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

又讯 记者3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获悉，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

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我国载人月
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各项研制建
设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2025年，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扎实推进空间站应
用与发展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为
推动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建设作出更大
贡献。

据介绍，目前，长征十号运载火箭、
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望宇
登月服、探索载人月球车等主要飞行产
品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取得了阶段性进
展，文昌发射场登月任务相关测试发射
设施设备正在有序开展研制建设，测控
通信、着陆场等地面系统已完成总体方
案，将陆续开展各项目建设。

后续，船、器、箭、服等主要飞行产
品将重点开展初样各项大型试验。为
有效提高研制工作质量与效益，登月任
务将持续推动工程数字化研制转型。

据新华社电 3月3日是世界野生
动植物日。记者3日从国家林草局了
解到，近年来我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持
续增长，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由20世
纪 80 年代约 1100 只增长至近 1900
只，雪豹恢复至1200多只。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
系，增加资金投入，统筹推进就地保护
和迁地保护，旗舰物种种群数量持续保
持增长态势，栖息繁衍环境稳步改善。

根据最新监测结果，大熊猫野外种

群总量由20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增
长至近 1900 只，雪豹恢复至 1200 多
只，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由2017年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初的27只、
42只增长至70只、80只左右，海南长
臂猿野外种群数量由40年前仅存2群、
不足10只增长至7群、42只，朱鹮由发
现之初的7只增长至7000余只，亚洲象
野外种群由150余头增长至300多头，
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至30多万只。

在野生植物方面，野生攀枝花苏铁

增长至38.9万株，成为欧亚大陆自然分
布纬度最北、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株数
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天然苏铁群落。德
保苏铁、杏黄兜兰、报春苣苔、猪血木等
206种濒危植物实现了野外回归，华盖
木、云南蓝果树等多个物种得到有效保
护恢复。华盖木由6株增长至1.5万多
株，被发现时仅存3株的百山祖冷杉已
野外回归4000余株，被发现时仅存1
株的普陀鹅耳枥已野外回归4000余
株，人工苗数万株。

我国大熊猫、雪豹等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增长

据新华社电“阳气初惊蛰，韶光大
地周”，北京时间3月5日16时7分将迎
来惊蛰节气，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
此时节，春意萌动，小草从土里悄悄钻
出，桃花在枝头上恣意绽放，而鸭子们
正试着下河戏水……大自然开始从冬
日醒来，正要迸发出新活力。

惊蛰，是春季的第三个节气。民俗
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介
绍，蛰，“藏也”，意思是各种虫儿在地下
冬眠，而此时又是什么惊动了它们呢？
春雷。《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说：“万
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
而出走矣。”

惊蛰时节，桃花开始绽放，吐出芳
华，宋代诗人汪藻形容说“桃花嫣然出
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桃花不仅是
惊蛰的当令花，也是引得百花盛开的花

信风，惊蛰过后，百花争艳，姹紫嫣红。
惊蛰时节，仓庚鸣。“仓庚就是黄

鹂，因其美丽的外形和清脆的鸣叫，深
受人们喜爱，俨然一位春天的使者。”王
来华说。

蛰虫惊醒，天气转暖，我国大部分
地区进入春耕季节，田野间处处是繁忙
景象。农谚有云：“过了惊蛰节，春耕不
能歇。”“‘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
耕的脚步从南方开始响起，并会很快延
伸到北方。”王来华说。

随着惊蛰的到来，一切都欣欣然张
开了眼，大自然开始进入了一个充满灵
动的时节。你是不是早已醒来，期盼着
投身到满目春景的大自然里？在这充
满朝气、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春日里，
愿每个人都能向上、向美，遇见更美好
的自己。

帮助更多患者“听得见、说得出”

国家医保局发布耳鼻喉科价格立项指南

明日惊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