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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12月10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光大集团股
份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唐双宁贪
污、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唐双宁以贪
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二十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
一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
对唐双宁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
予以追缴，分别返还被害单位或者上
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3年4月，被告
人唐双宁利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银
行监管一司司长职务上的便利，将其
保管、使用的价值人民币301.5万元
公共财物据为己有。2000年至2017
年，被告人唐双宁利用担任中国人民
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司长，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职务调整、贷款获
取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
共计人民币1102万余元。

鉴于唐双宁到案后如实供述罪
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贪
污事实和部分受贿事实，所犯贪污罪
构成自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
赃物及孳息已全部追缴，对其所犯贪
污罪可减轻处罚，所犯受贿罪可从轻
处罚。 据新华社

中国光大集团原董事长
唐双宁贪污受贿1403万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2年

“共享病床”可以破解“一床难求”
患者调配到其他科室的病床，负责治疗的仍是原科室医生

为方便跨科住院病人，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从查
房、查体到写病历、开医嘱，均由首诊医生
负责到底。

专家介绍，“共享病床”要确保医疗质
量不打折扣，护士经过针对性培训，也能
够胜任护理任务，并朝着全科护理的方向

发展。
部分医院还成立了紧急医疗救护快

速反应小组，“共享病床”一旦出现危急重
症病人，能确保及时、规范进行急救治疗。

缓解住院难，“共享病床”是一种答题
方式，各方也在寻找更多解题思路。

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让术后康

复、慢性病维持等患者“下沉”到更多基层
医院；推动更多非必须住院的术前检查项
目在门诊完成；提升“当天住院、当天手
术、当天出院”的日间手术比例……

想方设法做，努力向前进，办好一件件
就医“小事”，就是医改惠民的“大事”。

据新华社

一张小小的病床，可能只是大医院的
“千分之一”，却会是住院患者的“百分之百”。

着眼患者“一床难求”之忧，我国多地
医院探索试行“共享病床”——打通各科
室，医院哪里有病床，患者就住在哪里，让
全院床位成为流动的共享资源，减少患者
入院等待时间。

为缓解住院难，我国已经持续扩容病
床数量。最新统计显示，全国共有床位
1017.4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已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

调查显示，“一床难求”的一个主要症
结是“忙闲不均”。

一面是部分大医院病床供不应求，一
面是基层医院病床时有闲置。即便在医
院内部，不同科室的病床使用也不均衡，
各有各的峰谷。

2023 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为
79.4%，其中三级医院91.1%，二级医院
74.3%，一级医院54.1%。

“共享病床”怎么“共享”？
在中日友好医院，前来治疗肺部恶性

肿瘤的李女士，从预约挂号开始，不到一周
就办理了入院手续。几年前她看同样的
病，床位排了1个多月。住院更快，是因为
李女士没有在胸外科病房“干等”，而是住
进了住院部其他科室的病房。

医院医务处负责人介绍，医院内科和

外科各为独立组，组内楼层相近的科室可
以共享床位。以胸外科为例，现有47张床
位，有了“共享病床”，收治能力相当于近70
张床位，增长约50%。

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湖南省儿童医
院通过床位统筹，将患者收到其他内科病
房；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患者由

原先平均等候7至8天入院降为3至4天；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在2024年改善医疗服
务工作方案中提出，以市属三级医院为重
点，启动试点“全院一张床”管理……

没增加病床、没增加医护人员，从共
享里“多”出的收治床位，可以让患者尽早
住院。

“共享病床”是否就是“床位调配”？
最大程度“盘活”有限的床位，不少试点

医院成立专门的管理中心统筹患者收治，通
过信息化系统，及时跨科调配病床。

为简化患者办理入院、出院手续，减少院

内奔波，有的医院还大力推行床旁自助结算
工作。患者无需再到服务大厅窗口排队等
候，床位闲置的时长也进一步缩短。

“这是一项‘以患者为中心’的系统工程，

体现了医院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提升。”中日友
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说，“共享病床”涉及
医务、护理、财务、信息、后勤等多部门的深度
协作，是对医疗服务流程的重塑和优化。

如何确保疗效“不打折”？

两部门10日发布《国家医保局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完善医药集中带量采
购和执行工作机制的通知》，在原有政策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和执行
工作机制，确保中选药品和耗材进院，同时
明确优化考核方式，不搞“一刀切”。

通知明确，医疗机构完成约定采购量
后，仍应按要求优先采购使用中选药品和
耗材。未完成约定采购量或非中选药品
和耗材采购比例超过规定要求的，相关品
种视为考核不合格；同时，针对临床需求

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短缺药、急抢救药
和季节性用药等特殊品种优化考核，不搞

“一刀切”。
比如，因纳入国家和本省份重点监控

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发生公共卫生事件、临
床指南药物推荐级别变化等，导致临床需
求发生重大变化、医疗机构未完成中选药
品约定采购量的，可不考核相关中选药品
约定采购量完成情况。

对于短缺药、急抢救药和季节性用药等
特殊品种，在考核合理优先使用中选药品的

同时，要把保障供应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医疗机构采购备供企业的药品，以及

价格低于中选药品且达到同等质量疗效的
非中选药品或可替代药品，不纳入执行情
况考核范围。

医疗机构反映中选药品出现供应问题
的，经地方医保部门核实后，该医疗机构采
购备供企业药品可直接视作采购中选药
品，并享受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采购非
中选药品的，相应的用量不计入集采执行
情况考核范围。 据新华社

医药集采新规来了！

对短缺药、急抢救药等优化考核，不搞“一刀切”

记者10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七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
工作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加强教师待遇
保障，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
地位。

文件从医疗健康、文化提升、生活服
务、住房保障及其他方面提出了明确的尊
师惠师举措。医疗健康方面，各地教育部

门应每年组织教师免费进行一次身体健康
检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心理辅导等
服务，建立教师健康档案，鼓励各地对当地
教师的医疗提供方便。文化提升方面，鼓
励支持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科技
馆、少年宫等公共文化设施和游览参观点
对教师提供减免门票等优惠措施。生活服
务方面，鼓励相关企业为教师提供专属优

惠活动，鼓励相关国有商业银行为教师提
供个性化金融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在
教师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时给
予减免优惠。住房保障方面，将符合条件
的教师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促进解决
教师住房困难。此外，鼓励社会力量依法
依规通过捐赠、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为教
师提供尊师惠师服务。 据新华社

教育部等七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

符合条件的教师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

新发放贷款超万亿元！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见效

记者10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了解到，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工作机制启动以来，各地方、各银行
快速响应，及时启动机制各项工作，
摸排企业经营情况和融资需求，积极
提供贷款支持，取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11月底，各地依托工作机
制累计走访1207.2万户小微经营主
体，其中194.2万户纳入“申报清单”，
130.3万户纳入“推荐清单”。银行对

“推荐清单”经营主体新增授信2.2万
亿元，新发放贷款1.2万亿元。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普惠金融取
得了长足进步，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已超32万亿元。但与此同
时，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便利度等
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需要金融支持
精准发力、更加给力。

今年10月，金融监管总局、国家
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支持小微企业
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从供需两端发
力，搭建银企精准对接的桥梁，成为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新探索新路
径。目前，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加快落
地，成效显现。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