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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局：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

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缺一不可，本

该承担教书育人重要功能的教材本身却

翻了车。5月26日，针对小学数学教材插

画争议，人教社发布说明，已着手重新绘

制有关册次数学教材封面和部分插图，

改进画法画风，提高艺术水平，发挥教材

封面和插图的育人作用。

审美，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其

他生物的特殊所在，这样一种理解世界

的特殊形式，有理智有感情，最终导向世

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成形。不夸张地

说，审美养成是否正确，相当程度上决定

了一个人实现自我、贡献社会之路上的

是与非。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0年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美是纯

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

所以，审美重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

的美育更为重要。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们的美育处在从弱到强的

探索路上，审慎的态度贯穿了方方面面。

回到小学数学教材插画争议这件

事，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就像不同人有

不同的审美。但争议的最终目的应该一

致，那就是如何为正确的审美、正确的美

育护航。

花花世界，本就美不胜收，二次创

作，更是新奇不断。近些年，关于美，从源

远流长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到Z时代、

二次元青睐动漫卡通、影视爱豆……美

的概念有冲撞有交融，伴随着社交网络

传播带来了指数级的信息膨胀。

但无论美的概念多么丰富，人类对

美的基本定义不会迥异，更不能认“丑”

为美。那些出现在教材上的插画，或写

实、或卡通，或温婉、或豪放，美的层次或

有不同，但让大多数人不舒服、没愉悦感

的，一定不是美的。

成年人的审美纠偏尚且不易，上升

到少年儿童的美育责任上，就更加任重

道远。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说过，美育是教育的“磨刀石”。

现在看来，美育这块磨刀石本身，也

得好好打理。

相对于商品化美育产品，教材的特

殊性必然引发更大关注。正如人教社的

说明，既要组织专家认真研究，也要对社

会各界好的意见建议虚心采纳。从这个

角度，今天引发的争议令人担忧，也值得

庆幸，全社会一起关注青少年美育，是好

的开始。

也有专业人士从市场角度提出建

议，认为教材这类传统出版类目，与插画

画手的供需关系，尚未真正与市场接轨，

在成本无法匹配人才的因素下，容易出

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说到最后，于社会责任，于市场规

律，教材插画引发的争议，皆因审美错

位，也就意味着美育是个大工程，从态度

到行动，都需要下大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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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起于一份估算的“账单”。几天前，华

创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宏观分析师张

瑜和高拓发布的一篇名为《核酸这本账》的文

章中估算称，结合检测量和单价变化，测算疫

情至今核酸费用约3000亿元，其中今年前4

月已花近1500亿元。一个被遗忘、但至关重

要的测算前提，是常态化核酸费用约80%由

医保负担，各级财政仅需支付约20%。而全国

医保仍有3.6万亿元“余粮”，足够全民2天一

测3年半。

这一估算的数据也引发了外界关于医保

基金的讨论，有人一度担心常态化核酸检测

费用的扩大是否会进一步导致日后人们正常

使用医保基金遭遇报销难题。随着讨论的发

酵，5月25日，有媒体报道称，全国多地医保

部门近日陆续收到国家医保局抄送的一份函

件，其中明确提出，用医保基金支付大规模人

群核酸检测费用，不符合现行医保政策规定，

要求相关地区立即整改。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

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表示，从

来源看，财政主要依靠税收，相当于国家的

钱，而医保基金主要是参保人的专项交款，主

要用于看病的基金，一般来讲医保基金有规

定的用途，包括门诊或者住院看病的费用。

“核酸检测属于公共卫生政策，是公共防

疫的需要，理应财政支付，这是两个不同的渠

道。”房连泉提到，前两年确实有地方曾以医

保基金对核酸检测费用进行支付，但规模很

小。现在要进行常态化的核酸检测，规模特别

大，其支出对于很多地方的医保基金来说负

担就会非常重，一旦持续下去，医保基金就会

兜不住。

事实上，早在2020年，国务院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便已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

其中明确提到，具备条件的地区将检测试剂

和耗材纳入省级集中采购平台采购范围并简

化招标采购程序。“应检尽检”所需费用由各

地政府承担，“愿检尽检”所需费用由企事业

单位或个人承担。

对于近期的舆论，国家医保局负责人也

回应称，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能够及时发现

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源、迅速锁定管控目标、有

效切断传播途径，是落实“动态清零”总方针

的有效手段。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医

保局切实履行医药耗材价格管理职能，部署

各级医保部门采取跨省联盟集中采购、竞价

挂网、区域价格联动等措施，持续将检测产品

价格导入更低区间；广大检测机构也不断优

化采、运、检各环节工作，持续降本增效。在此

基础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连续多轮降价，不

断降低疫情防控成本。

5月25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务

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医疗救治组发布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价格的通知，提到进一步

下调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政府

指导价。各省份要将单人单检降至不高于每

人份16元；多人混检统一降至不高于每人份

5元。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医保局上一次要求

调降核酸检测费用的时间就在4月2日。

多地也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降低了核

酸检测的费用。不久前，广州交易集团旗下广

州药品和医用耗材集团采购平台刚刚发布调

整新冠病毒检测试剂联盟集采部分中选品种

价格的相关通知。

其中，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

测试剂盒（荧光PCR法）最低价格降至3.5元，

最高降价幅度达57.41%；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更

是降至最低的3.95元；一次性病毒采样管最

低价格降至1.11元，最高降幅达73.25%。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

北京新能源指标放榜 车企激烈抢单

家庭最低56分入围

倾斜无车家庭已经成为北京小客车指标

配置的重要标准。根据5月26日发布的结果，

本期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44520个，个

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9080个，单位新能源小

客车指标3600个。聚焦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

标配置情况，其中入围分数最高的家庭为240

分，家庭代际数为3代，最低分为56分，家庭代

际数为2代。

2021年起，北京小客车数量调控新政开

始实施，其中增加以“无车家庭”为单位摇号

和积分排序的指标配置方式，成为此政策优

化调整中最核心的内容。据悉，这一做法能够

通过赋予“无车家庭”明显高于个人的普通指

标摇号中签率和新能源指标配额数量，优先

解决“无车家庭”群体的用车需求。

从整体情况来看，小客车指标配置则明

显向新能源倾斜。去年末发布的《关于2022年

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的通告》就曾提

到，2022年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个，其

中将普通指标额度由2021年的4万个调减为

2022年的3万个，同步将新能源指标额度由6

万个调增为7万个。

政策倾斜之下，民众意愿也有所改变。根

据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的通

告，与2021年相比，今年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

标申请上升6726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

申请上升25111个，新能源小客车申请数量正

在持续上升中。据悉，5月26日新能源指标配

置结束后，按照《申请小客车指标办事说明》，

6月26日、12月26日将进行普通指标配置。

被偏爱的新能源车

政策的倾斜来源于“双碳”目标的推动。

去年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提到了“碳达峰十大行动”，交通运输绿

色低碳行动便是其中之一。

2021年交通运输行业公开数据显示，中

国汽车行业全年碳排放130亿吨，80%碳排放

源自化石燃料，且主要来自全国3.2亿辆燃油

车。今年初举行的促进绿色消费新闻发布会

也曾提及，相比传统燃油乘用车，现有新能源

乘用车每年在使用环节减少碳排放1500万吨

左右。

北京上个月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时

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也曾明确提及，要逐步

增加新能源指标占比，引导小客车进一步向

新能源车发展，鼓励存量小客车“油换电”。

而在使用层面，新能源车也获得了越来

越多的青睐。“抛开小客车本身售价不谈，新

能源小客车整体用电花费比燃油车要划算一

些。”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

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目

前，100公里的里程下，新能源车平均耗电15

度，如果按两块钱1度电算的话就是30元费

用。如果是燃油车的话，百公里油耗大概在8

升左右，按最新油价平均9元/升左右计算，油

费就是70元左右，相同里程下燃油车的使用

成本几乎是新能源小客车的2倍。”

不过，新能源车的推广也面临着一定的

困境。张翔指出，由于我国目前新能源车的充

电桩普及率没有加油站高，且新能源车充电

耗时也比加油慢，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新能源

车的使用体验感可能会略逊一筹。

新能源车是大势所趋，但对于北京这种

大型城市而言，有限的指标与数量庞大的私

人汽车需求之间仍存距离也是事实。根据北

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的《关

于2022年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

结果和配置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截至2022

年3月8日24时的申请，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

标申请共计221204个，而配置指标额度仅为

4452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

428240个，配置指标额度为19080个；单位新

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24487家，配置指标

额度为3600个。

为此，《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

设规划》中提及了一个关键的表述：加快推动

小客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在具体措

施上，提到运用科技、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

在管好道路停车基础上，强化居住区停车管理

和单位停车管理，综合施策、“以静制动”，调控

小客车使用需求，降低小客车使用强度。

那么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还有哪

些可能？张翔提出了引进“减少碳排放积分”

的方式。“比如说车主如果每周不开车的天数

比较多的话，就给他送积分，积分到一定程度

给予奖励。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限行，通过

这种方式减少马路上车辆的数量，从而降低

交通压力。”他解释道，“主要是鼓励买新能源

汽车，现在北京也在准备要增加新能源汽车

的牌照额度，在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同

时降低油耗，减轻交通压力。”

市场开打争夺战

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的同时，各

车企也开启抢单模式。

特斯拉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期间，特斯拉

推出云试驾、云看车、送车到家、自助提车等

服务。

与特斯拉一样，上汽大众也将通过线上

直播方式集客。上汽大众相关负责人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此时上汽大众采用线上直播

方式也意在吸引更多消费者，在北京市场争

取更多份额。

小鹏汽车针对北京新指标客户，推出上

门试驾可获500元京东卡、订车5000元可低1

万元使用，以及赠送首年2000度充电额度的

优惠。

此外，哪吒汽车还将推出购车季，该购车

季将为北京持标用户推出12项权益，最高价

值4.5万元。

不仅车企拿出各项优惠政策，一线各经

销商也开始争抢意向车主。

“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前后，是各

经销商竞争最激烈的时期，指标配置前店内

已制定出优惠政策。”北京现代4S店销售人员

小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店内提前制作优惠

海报后，各销售人员会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进

行一波宣传。同时，销售人员还会给此前到店

登记过的意向客户打电话，进行沟通并告知

店内活动等，这些都是指标配置前店内便计

划好的流程。

车企和经销商争抢北京新能源汽车7万

张新增订单，与目前的车市压力不无关系，新

能源汽车已成为车市增长引擎之一。

不过，在车企加大优惠和宣传力度的同

时，如何推出更具有产品力的车型也是竞争

关键。

“购置税减征等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的

推动下，经过13年发展的北京新能源汽车市

场已迎来变革，北京已成为国内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研发、道路实验的前沿阵地。随着《北

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总体实施方

案》出台，不仅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提供明确

指引，也让追求更佳出行体验的北京市民将

目光转向高智能、高品质的新能源车型。”上

述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刘洋刘晓梦

实习记者陆珊珊

最高240分，最低56分，5月26日上午，北京2022年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结果公示，入

围家庭的积分情况也随之出炉。根据此前一天的通报，截至今年3月8日24时的申请，家庭新能源

小客车指标申请超过22万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直逼43万个。而“一号难求”意味着今

年首期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将产生7万张新车订单。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各车企密集推出优

惠购车新政策，欲锁定新增指标订单量。

>>> 今年一季度国内汽车销量情况

国
内
汽
车

国
内
新
能
源
车

产量量29.3万辆 同比增长量.4倍

销量量2量.7万辆 同比增长量.4倍

国
内
纯
电
动
汽
车

产量量量3.6万辆 同比增长量.3倍

销量量量量.7万辆 同比增长量.3倍

产量64量.4万辆 同比增长2长 增速相比前两个月回落6.量长

销量6量量.9万辆 同比增长量.2长 增速相比前两个月回落7.3长

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全国已有超10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实现核酸检测

常态化，但由此带来的费用问题也逐渐衍生出了诸多猜测。对此，5月26日，国家医

保局回应称，按照《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

快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目

前各地均由财政部门对常态化核酸检测提供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