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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秒到” 河北迅速响应纾困乳业

“乙类乙管”后首个“返乡潮” 农村地区准备好了吗

“灵魂砍价”失败，医保谈判
出局，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在
热搜上一挂就是两天。

1月8日，2022年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谈判落幕， 在备受期待的
新冠治疗药物方面，阿兹夫定片、
清肺排毒颗粒谈判成功， 辉瑞的
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
装则因报价高未能成功。

市场供不应求， 叠加重症
救治高压，Paxlovid成为关注焦
点，被寄予大幅降价的厚望，并
不稀奇。

但医保谈判不是道德绑架，
更不是情绪上的劫富济贫。“灵魂
砍价” 背后仍是一场以量换价的
商业博弈， 最终能否成功还要取
决于医保和企业双方底线是否存
在交集。

因为围观医保谈判， 不是
各自对立， 盲目带节奏， 跟立
场。“P药” 能够双赢固然可喜，
若是谈判失败也不必过度解读
导致舆论失焦。 毕竟对于医保谈
判而言，Paxlovid只是一个插曲，
而不是常态。

延续此前的思路，抗癌药、罕
见病药等仍是今年谈判重点，制
度设计层面，“简易续约”“非独家
药品竞价” 两大新规也迎来了首
次实施。

时至今日， 人们仍旧能够回
忆起无数灵魂砍价名场面，有“代

表国家谈判，降零点几算降幅吗”
的霸气，还有120万元一针“天价”
抗癌药亮相时的紧张、70万元一
针的诺西那声钠注射液八轮谈判
后降至3.3万元的兴奋，“每一个小
群体都不该被放弃”的感动。

医 保 谈 判 不 能 只 盯 着
Paxlovid看。四年来，国家医保局
已累计将250种药品新增进目录，
价格平均降幅超过50%。2021年协
议期内221种谈判药报销1.4亿人
次，通过谈判减价和医保报销，年
内累计为患者减负1494.9亿元。

谈判桌上的毫厘之变， 叠加
庞大的患者基数， 都会被放大成
巨大的利益调整， 其难度可想而
知。而医保谈判也不是一味地“图
便宜”，药品成本效果、预算影响、
医保基金负担等不同角度的综合
测算缺一不可。

药品背后藏着大民生。 为民
砍价，让利于民的医保谈判，其正
面意义本不该被一种药品的失败
谈判所掩盖， 更何况在疫情之下
的保用药问题上， 目前政策仍旧
留有余地和活口，包括Paxlovid在
内的多种新冠治疗药物， 医保仍
将临时性支付到今年3月31日。

而在市场层面， 君实生物的
VV116、先声药业的SIM0417等国
产新冠口服药也已经摩拳擦掌，
未来供给仍存诸多变数， 医保谈
判不是“一次定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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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后，兔年春节将
由“就地过年”转换为“回家过年”模式，返乡的大
幕也已经徐徐拉开。据交通运输部预计，2023年春
运的客流量将达到三年前的约七成水平。

对于医疗资源相对不足、 老年人居多的农村
地区，在“返乡潮”中如何做好疫情防控是一道现
实课题。连日来，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在紧锣
密鼓地积极施策部署。

备足药品

“春节春运历来是我国人口大量迁移的高峰
期， 对于薄弱的农村地区来说， 若大量的人口涌
入，会直接导致传染和感染的风险增加，加重加快
地区疫情传播。”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因此， 春运后大概率会引起新一
波感染小高峰，之前人员流动小、流动慢的偏远地
区和农村地区需要做到未雨绸缪，做好药品、医疗
资源的准备以加强应对。”

北京商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很多乡镇卫
生院目前诊治新冠病毒的药品储备均较为充足。

“现在我们的药品储备是相对比较充足的。在
去年12月初第一波感染高峰来临时， 确实有短期
药品供应不足的情况。目前，我们卫生院在当地政
府的帮助下，积极和药企进行协商，采购药物，目
前退烧药、 感冒药等都可以满足当地居民需要。”
河南省平顶山市一家乡村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张女
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就当地的情况来看，“感染
高峰已经过去”“最艰难的时候过去了”。

除河南省平顶山市外， 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备
药情况也如是。

张家口市蔚县西合营村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小
杨（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我们村镇卫生
院的药品储备是比较充足的， 包括输液药物的配
备也是充足的， 能满足一天20人左右需要输液患
者的需求”。

补充人手

除了药品储备， 医护人手不足也是防疫中的
一道“关卡”，各地也正采取不同举措进行应对。

“在感染高峰时期， 出现过120救护车司机因
感染无法到岗的情况， 为了确保重症患者可以得
到有效的救治，卫健局紧急协调属地镇街，安排当
地的校车公司、 公交车司机作为救护车司机的后
备力量及时进行了补充，解决了燃眉之急。”山东
省寿光市卫健局党组成员、 计生协会副会长赵志
刚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道，“目前随着越
来越多的阳康人员复岗，整体运行状况良好。”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返乡潮可能带来的医
护人员短缺的问题， 寿光市正在以劳务派遣的紧
急方式向社会公开招聘医护工作人员128名，涵盖
医疗、护理、中医、药剂、检验等专业，1月6日已完
成笔试，计划1月15日前完成面试和体检后上岗。”
赵志刚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据悉， 张家口市尚义县红土梁中心卫生院也
通过招聘劳务派遣医疗工作人员的方式解决人手
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同时注意到，为解决人手问题，
农村地区正在发挥村医、乡村网格员的作用，开展
入户调查排查、收集疫情信息、上门服务、紧急治
疗等工作。

此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的《关
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关口前移”的工
作的通知》。

北京商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间，村医和
网格员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河南、河北、山东等
农村地区早已开始了摸排工作。“负责我们的网格
员已经发放了春节返乡人员的统计表格， 包括回
家时间、从哪回、预计待几天等信息。”家住河北省
石家庄市正定县北孙村的小吴（化名）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

整合资源

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如何应对“重症”？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加强农村地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中明确，要提升重症
的救治水平， 加强县级医院重症和传染病医疗资
源建设；科学开展分级分类治疗；做好患者转诊接
诊的工作。

目前，基层医疗机构的分级分类治疗、转诊
接诊情况又如何？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徐女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整体的疫情防控态势来看， 分级诊疗的大方
针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和下属乡镇医院
做好对接，发挥医联体的作用，蔚县人民医院对
接东半县，西合营中医院对接西半县，并且在乡
镇设置定点医院，由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和乡镇的
医护人员共同组成，有效确保重症患者得到有效
救治”。

“此前乡镇的村民如果想要来县医院救治，需
要打急救电话等县医院的救护车来接诊， 目前为
了缩短重症患者转诊的时间， 乡镇医院也配备了
负压救护车， 可以直接将患者送至县级医院救
治。”徐女士补充说。

山东省寿光市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据赵志
刚介绍，“对乡镇地区来说，整合医疗资源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统筹医院资源， 整合医护
人员力量， 我们打破科室界线， 所有的病房都
可以用来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 最大限度地提
供床位”。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大感染高峰，发挥好医
联体的作用，我们又引进了一部分呼吸机，其中包
括高流量呼吸机， 这对重症患者来说是十分必要
的，”徐女士说，医院还新扩了输液大厅，确保患者
可以得到有效救治。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张晗

提前预拨资金

《通知》表明，当前，受新冠疫情影响，奶
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原奶供应增
加、乳制品消费减少、养殖成本上涨，奶价持
续下行。为维护奶业发展良好局面，稳定购
销秩序， 携手共渡难关， 将在1月20日前把
2023年1500万元的喷粉补贴资金预拨到乳
品加工企业。2022年2500万元的补贴资金同
期发放到位，最大限度帮助乳品加工企业缓
解资金压力。

“补贴资金提前到位，很大程度上能够保
障和激励企业继续收奶， 这对河北奶源的稳
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激发当地奶业
生产的积极性，防止矛盾激化，避免由于行情
下滑导致养殖低迷、萎缩。”独立乳业分析师
宋亮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评价道。

这笔对乳品加工企业的专项补贴， 传导
至养殖场影响如何？

一位拥有30多年养殖经验的奶农老刘
(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 )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这至少能够保证牧场“正常交奶”，“生
鲜乳和其他商品不同， 别的商品卖不出去
可以继续存放一段时间， 而生鲜乳的保质
期几乎只有2-3天。 哪怕是一直放在冷藏
罐 ， 最多不超过5天就可能流失营养 、变
质。同时，大部分牧场购置的冷藏罐，也只
够储备2-3天的奶”。

据老刘介绍，牧场产奶期的奶牛，一天至

少能产30公斤的奶，每天产奶不间断，正常情
况下每天都会有奶罐车前来拉奶。 一旦企业
减少收奶，不能及时消化牧场所产奶源，生鲜
乳的处理就会出现问题。

“只要有企业来收奶， 哪怕价格低一点，
也比倒掉好。”老刘说。

协调乳企助养户续签

养殖户最关心的问题在于， 今年行情不
好， 乳企自身已经囤置了不少奶粉和其他乳
制品，2022年的订货合同到期后，明年不续签
合同、不收奶了怎么办？

带着这个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拨通了《通
知》上所附的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举报电话，接
通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续签有问题的奶农
可将自身情况写一份书面说明， 包括和乳企
签的合同类型、合作时间等，通过省、市、县三
级举报电话向上汇报，由市、县先行和当地的
乳品加工厂协调，协调有困难的，再由省里去
和乳企总部协调。

同时， 为了避免乳企出现限收拒收情
况，与《通知》一同发布的《河北省农业农村
厅关于提前拨付2023年生鲜乳喷粉补贴资
金的通知》指出，乳品加工企业向当地农业
农村部门提出2023年预拨资金申请时，企业
需承诺按照生鲜乳收购合同，参考生鲜乳交
易参考价，收购省内生鲜乳，不出现限收拒
收现象。

看到政府愿意出面， 老刘很开心，“原本

能不能续签都是由企业决定， 这下政府愿意
出面协调了，肯定对续签有很大帮助”。

“河北公布各级举报电话，也是为了保证
补贴到位，进而让企业继续收奶。”宋亮评价
道，“由政府介入协调， 对缓解养殖户的经营
困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过，压力不会完全消失，只会转移。
在宋亮看来， 这种情况也会给乳品加工

企业带来部分压力，“乳品加工企业现在面临
的问题是终端消费需求不足影响产品销售，
企业的资金也不充裕。虽然相比养殖企业，加
工企业的情况要好一点， 但这件事情也确实
会增加乳品加工企业的压力”。

针对乳品加工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前
述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接通电话的工作人员表
示，“当前奶源过剩是一个客观事实， 乳企库
存的喷粉量已经很大，再继续收了奶源喷粉，
经济上会有一定损失， 因此乳企对临时的或
不是长期的合作伙伴肯定会有一些区别对
待，或是‘要求牧场短期内不要再增牛、扩群、
扩增量’。我们尽量帮忙协调”。

为“倒奶”踩刹车

综合当下的各种行情，宋亮认为，今年也
许会出现个别的杀牛现象， 但是整体不会出
现倒奶现象。

“杀牛是由于现在奶价下行，到跌破了养
殖企业的成本线后， 产的奶越多， 亏的就越
多。因此，养殖企业会根据自身的条件来进行

处理，淘汰部分奶牛，从而减少供奶量，减少
亏损。”宋亮解释，“政策出来后乳品企业会继
续照常收奶，尽管收奶价格可能会更低，但不
会出现倒奶现象。”

不过， 宋亮也指出， 每个省的情况不一
样， 有的省可能中小乳品企业不再收小牧场
的奶， 小牧场就面临着奶源处理的问题，“这
种倒奶只是针对于个别局部现象， 不是针对
于总体，地方政府要及时进行处理的话，这批
奶也是不会倒掉的。 我国整体还没有到倒奶
的境地”。

具体到河北而言，不难注意到，河北近年
在乳业振兴上下了不少功夫。2022年8月11
日，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进一步
促进奶业振兴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自2019年
实施《河北省奶业振兴规划纲要（2019-2025
年）》以来，河北支持新建扩建奶牛养殖场370
家，新增奶牛近30万头，2021年奶牛存栏达到
135.2万头。2021年乳制品产量达到397.6万
吨，连续八年“全国第一”。

“乳业对河北来说是振兴农牧产业的核
心，河北政府非常重视乳业的发展。”宋亮向
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河北本身地处中原地
带，南可以辐射乳品消费高的南方，同时又是
农牧业大省， 推动乳业振兴是推动农牧产业
振兴的核心。”

对于本次河北省对乳业产业给予的财政
支持，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
国食品（农产品）安全电商研究院院长洪涛认
为十分必要且及时，“经过多年的培育， 乳业

已经成为河北的支柱产业， 并为乡村振兴赋
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下一步如何继续发力？ 洪涛建议， 一方
面，河北省可以发放城市社区牛奶消费券，促
进牛奶消费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河北省紧邻
北京，背靠北京大市场，可以和北京的大型企
业展开合作， 通过京津冀市场联动进一步提
振乳品消费需求。

北京商报记者就喷粉补贴资金预拨、协
调养户续签购销合同以及未来接续举措等联
系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进行采访，对
方表示暂不便接受采访。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北京商报1月5日刊发的《原奶交易价格逼近成本价，“倒奶杀牛”现苗头，如何为

原奶市场纾困？》登上微博热搜。1月6日，河北省农业农村厅通过河北奶业协会官方微

信发布了《关于维护生鲜乳收购秩序加强质量安全监管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其中提出，在1月20日前将2023年1500万元的喷粉补贴资金预拨到乳品加工企

业，还建议乳品加工企业做到省内生鲜乳应收尽收，购销合同到期及时续签。

业内专家分析指出，补贴资金提前到位可保障和激励乳品加工企业继续收奶，保

证牧场能正常交奶、维持运转。不过，在喷粉库存较足的情况下，继续收奶喷粉可能将

部分压力传导给乳企。专家建议，河北紧邻北京，背靠北京大市场，可以和北京的大型

企业开展合作，通过京津冀市场联动进一步提振乳品消费需求。

《关于维护生鲜乳收购秩序加强质量
安全监管的紧急通知》

将在1月20日前

把2023年1500
万元的喷粉补贴
资金预拨到乳品

加工企业。

2022年2500万元
的补贴资金同期发
放到位， 最大限度
帮助乳品加工企业
缓解资金压力。

“倒奶杀牛”现苗头
原奶市场怎么了
“牧场的一头奶牛每天的草料费

大概要80元， 企业收奶量下降叠加饲
料原料价格上涨，成本高、利润少，个
别经营不好的大牧场养一个月能亏几
十万元， 在短期看不到好行情的希望
下，只能杀了奶牛卖牛肉，及时止损。”
一名养了30多年奶牛的奶农老李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 目前奶牛养殖规模较
大、 供应充足的北方地区已经开始有
“倒奶杀牛”的现象，牧场较少的南方
省市则暂时供需正常。专家建议，可尽
快落实“喷粉补贴”，推动实施“奶粉国
家收储”政策，向市民发放“牛奶消费
券”以拉动乳制品消费，为乳企纾困。

筅“倒奶杀牛”现苗头

筅阶段性产能过剩

筅行情转好或需3-4年

■ 新闻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