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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类乙管”首个春运 铁路客运备战迎考

新冠药“动态”进医保 未来还能报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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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出台、新冠病毒感

染实施“乙类乙管”，春运期间跨省出行需求“开闸”。12月

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专班印发《2023年综合运

输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总体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要求确保春运期间人民群众平安健康便捷舒

畅出行。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国铁集团、各地铁路局已

开始行动，积极备战即将到来的春运。

专家分析认为，在“迎峰转段”新阶段，随着客流回

升，铁路行业除了应对运力外，也面临着疫情防控、强化

交通运输安全等方面的考验。但是，虽然当前车站以及机

场的客流量相较于之前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但在“错峰出

行”等倡导下，2023年春运客流不会增长过猛，也不会超

过疫情前水平。

火车票搜索量已达疫前八成

2023年铁路春运自1月7日开始，2月15日
结束，共40天。12月24日开始，旅客已可以通
过12306网站、12306App等方式购买春运首
日火车票。

与前三年不同的是，2023年春运是优化
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出台、新冠病毒感染
实施“乙类乙管”后的首个春运，相关部门也
将因此面临新的形势。《方案》中指出，2023年
春运客流将从低位运行加快反弹， 客流总量
可能出现大幅度增长。

“目前，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全
国的出行人数增多。”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
任付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前车站客流量
相较于之前已经有明显的增加。”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12月24日开始放票
后，火车票搜索量快速攀升，短时间内达到疫
情前同期的八成以上。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4日12
时， 全国铁路共出售车票135万张。 其中，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是主要
出发地，热门目的地有武汉、长沙、贵阳、

成都、南昌等地。
同时，北京商报记者在12306上搜索注意

到，截至12月28日18时，春运首日（1月7日）车
票中，北京-武汉、北京-长沙、北京-贵阳、北
京-南昌等热门线路部分车次已售罄。

“2023年的春运，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北
漂南归’和‘北人南下’。”科技部国家科技专
家库专家周迪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如
此分析。

铁路运输积极备战

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所带来的客流量
上升，铁路客运行业已有考量。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铁路部门节
前高峰日安排开行旅客列车6077对， 节后高
峰日安排开行旅客列车6107对， 最大客座能
力较疫情前的2019年春运增长11%。

为进一步保障旅客的顺畅出行，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还与国铁集团联合推出空铁联运产
品，旅客可在中国国航App和铁路12306App
一站式购买高铁与航班衔接的联运产品，实现
“一次购票、一笔支付、一证通行”。

各地也开始筹备迎考。 中国铁路南昌局
集团有限公司春运期间将加开旅客列车189

对，其中长途方向167对、短途方向22对，较去
年分别增加12对、2.5对。同时，中国铁路兰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也将针对各个热门方向计划
加开13对临客列车， 确保春运期间旅客能够
有序出行。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2019年底发布的
《2020年中国春运出行趋势报告》， 郑州、成
都、西安、重庆等中西部城市是春运期间最难
抢到火车票的城市。

如今， 随着近三年不少铁路线路通车运
营， 上述各地的春运运能已然有所提升。例
如，在成都方面，12月26日新成昆铁路实现全
线通车运营，初期，铁路部门将安排开行该铁
路上的成都至西昌旅客列车4对、成都至攀枝
花旅客列车4对、成都至昆明旅客列车5对。此
外，作为最热门的节前出发城市之一，北京春
运也将获得今年投运的丰台火车站的助力。

事实上，在保障出行上，我国铁路行业已
对接下来数月的运输情况做好了阶段性的准
备。12月26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开始实施2023
年一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
开行旅客列车6046对，较现图增加63对，开行
货物列车10894对，较现图增加50对。新图将
为2023年春运和助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
保障。

新阶段的新考题

在保障春运在大规模客货流量下有序运
行的同时，今年春运也面临着统筹客货运输、
做好疫情防控、 强化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方
面的一场大考。

“例如在客运量增多后，可能出现设施设
备和人员保障方面的安全隐患。” 付建指出，
“对此，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加大执法监督的力
度，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旅
客合法权益。”

《方案》指出，能源、粮食等重点物资及医
疗、民生等物资运输任务艰巨，春运期间人员
流动、 货运物流活动密集， 人员交叉活动频
繁，交通运输从业人员感染风险高。此外，交
通运输长期低负荷运行， 设施设备和人员保
障安全隐患增加，如管理不到位，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事故可能易发多发。

此外，周迪认为，特定的旅游出行路线也
需特别关注。“例如最近大量‘阳康’的人纷纷
南下三亚， 这提示我们要特别预防热门旅行
线路上出现可能导致病毒传播的聚集行为，
这可能会是疫情前的春运中没有遇到过的情
况。 建议做好客流预估和相应的应急预案。”

周迪表示。
针对各类问题，《方案》 中提到了多项应

对措施。例如，各地要加强数据监测，及时共
享游客规模、运力等信息，统筹做好运游衔接
和运力调配。 针对大范围疫情感染、 恶劣天
气、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等，制定完善滞留游
客处置应急预案， 及时有序做好滞留游客疏
运工作。

同时，《方案》指出，各地要针对春运期间
客流大幅增长情况，指导客运场站持续改善售
票服务，及时增开售票窗口、自助终端和安检
通道，积极推广应用线上购票、电子客票、自助
验票等服务，扩大无纸化、无接触服务范围。

目前，兰州方面已对此有所响应。兰州车
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方正公开介绍， 为应
对春运期间旅客购票需求， 兰州车站已备足
人力，随时加开窗口，并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和
老年旅客提供“四专”服务，即专用的售票窗
口、专用的进站口、专用的安检通道以及专用
的候车室。

客流不会超过疫前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中多次提到“错
峰”二字。例如，其中提到，各地可探索实行弹性
休假、错峰休假政策，降低公众集中出行压力；
保障高校学生错峰离校返校； 引导自驾人员合
理选择出行路线、 时间和目的地， 避峰错峰出
行。总体上，《方案》指出，各地要广泛开展宣传，
引导公众在春运期间理性出行、错峰出行。

“由此看来，2023年春运客流将增长，但不
会增长过猛。”周迪认为，“一方面，‘错峰出行’
倡议之下，上海、浙江、福建等多地已开始通过
免费发放消费券、给予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
稳岗留工，而且此前大部分地区的大学已经先
行放假或者转为线上教学，大量的大学生已经
返乡，无形中减少了一大批春运人数。”

具体而言，周迪指出，当前也有一部分人
暂时没有出行需求。“目前正在疫情‘迎峰转
段’期间，一部分阳过的人可能不愿意给家乡
的老人‘带去病毒’。尚在阴性的人更加不愿
意大规模聚集出行。”周迪表示。

“因此，从全国看来，人口流动相比前三
年有所增长，但不会超过疫情前水平。”付建
指出，“年度客流量要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或
还需要一段时间。”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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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药“动态”进医保

为加大对新冠感染后可能发展成重症、
危重症病人的救治，近日，奈玛特韦片/利托
那韦片也已纳入北京市医保药品报销范围，
北京社区医院的报销比例为90%。

这并非个案。 其实，2020年疫情发生之
初，国家医保局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年)》，将利
巴韦林注射液、 阿比多尔颗粒等药品调入目
录，至此，国家最新版诊疗方案所列药品已被
全部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印发《国家医疗保
障局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医疗
保障工作的通知》， 具体包括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按程序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及相应
检测项目临时性纳入本省份基本医保医疗服

务项目目录。 参保人在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发
生的相关费用按统筹地区现行规定支付，在
定点零售药店购买检测试剂的费用， 可使用
个人账户支付； 二是及时调整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的新冠治疗用药。

半年后， 首个国产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
片等共343种药品正式通过形式审查， 纳入
《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
名单》。

从各地来看，以北京为例，为了应对疫情
新形势，北京市医保局经国家医保局批准，将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复方氨酚甲麻口服液、小
儿氨酚黄那敏颗粒、氨咖黄敏胶囊、氯芬黄敏
片、氨溴特罗口服溶液6个药品临时纳入本市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报销比例
按照甲类药品执行。 自2022年12月18日起执
行，有效期至2023年3月18日。

除北京外，西安将234种新冠用药临时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 钦州也将外感风痧颗粒等
15个药品临时纳入医保， 按医保甲类药品报
销，有效期至2023年3月22日。

门诊、住院可报销

在过去三年中， 国家对于新冠感染者采
取“先救治、后结算”的方式，在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综合保障后，个人负担部分
由财政给予补助。

“纳入医保极大减轻了感染者尤其是重
症患者的就医负担， 提高了感染就医的积极
性和救治率，有效地控制了病毒传播速度，起
到了很大的防控和救治作用。”海南博鳌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之东分析称。

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新冠感染者
到门诊就诊和住院的报销比例也在发生变

化。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12月26日，山
西省临猗县医保局就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就
医待遇保障发出通知称，为有效做好新冠病
毒患者就医待遇保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诊费用可纳入医保报
销范畴。

具体来看，城镇职工（含退休人员)在三
类定点医疗机构、二类定点医疗机构、一类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时，起付标准分别为
30元/次、50元/次、80元/次， 医保报销比例
分别为50%、55%、60%， 退休人员同级别医
疗机构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5个百分点。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在职职工门诊统筹年度
最高报销1800元， 退休人员年度最高报销
2000元。

住院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 城乡居民在
乡镇卫生院100元起付线报销85%、二级医院
400元起付线报销75%、 民营医疗机构500元
起付线报销70%；城镇职工在乡镇卫生院200
元起付线报销90%、二级医院400元起付线报
销85%。

此外， 福建省晋江县对感染新冠后医保
报销事项发了通知：门诊方面，参保人员若在
医保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就医， 可享受普通门
诊待遇。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诊，报销比例为70%，最高支付限额420元；
在全市定点村级医疗机构就诊， 报销比例为
50%，最高支付限额50元（单次限报销10元）。
住院方面， 在市外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医疗费用基本医保按市内报销额度的80%报
销， 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基
本医保按市内报销额度的60%报销。

医保政策或将调整

目前，新冠疫情防控进入了“转段”阶段，
根据国家卫健委消息， 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同时将新型冠状
病毒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防控
工作目标要围绕“保健康、防重症”，对新冠病
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并适时调整医疗
保障政策。

对此， 邓之东介绍说，“我国将传染病分
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传染病治疗全额报销，所
以当新冠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到‘乙类乙
管’后，医保的报销比例可能会出现调整，比
如从全额报销调整为大部分报销， 报销力度
向重点人群倾斜， 如老年人和本身患有慢性
基础病的患者”。

在北京社科院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智
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看来，“除了
向重点人群倾斜之外， 一些新冠创新药特效
药，还有一些医疗器械，如呼吸机、血氧机等
也有望纳入医保报销的范围”。

“符合现行医疗保障范围内的治疗，包括
住院和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内的药物， 能够继
续享受医疗保险； 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内的
药物，有可能会在部分地区纳入医疗保险，但
是做到全国统一是有一定难度的， 毕竟各地
的财政情况存在差异。”四川省天府健康产业
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但总的来看， 医疗救助还是会
发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张晗

12月28日，据国家医保局消息，2022年1-10月，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兜住兜牢了民生保障底线。值得关注的是，面对新冠

疫情，为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

响救治， 国家医保局临时将诊疗方案中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纳入医保目录，

及时结算治疗费用。

随着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此前纳入医保的新冠药以

及住院诊疗的费用还能报销吗？对此，专家认为，随着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实施“乙类乙管”，医保的报销政策也有可能进行调整，包括向重点人群倾

斜、将新冠创新药特效药和一些医疗器械如呼吸机、血氧机等逐步纳入医

保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