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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践行大食物观推进节约减损

《2023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
食物总体损耗浪费率 22.7%。全国人大代表、河南
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成伟表示，践行大食物观，推
进全社会、全链条节约减损，是高质量保障以粮食
安全为基础的食物安全的重要途径。

李成伟建议，强化法治建设，架起全方位节约
减损的“高压线”。加快完善相关条例，出台规章制
度和配套政策，以法律手段规范、约束和引导全社
会减少食物损耗和浪费。

强化技术投入，构筑全链条节约减损的“联动
环”。支持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加强研发投入，引
领技术创新，推动成果转化，构筑“产收运储加”全
产业链条节约减损的协同“联动环”。

强化大食物观，打造科技改善供给的“平衡
器”。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

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以生物育种、耕地保育等
领域的科技创新持续提升供给能力；强力发展合
成生物学等基础及前沿交叉学科，全方位、多途径
开发食物资源、丰富食物品种，实现食物多元供给
平衡。

强化结构调整，倡导科学健康饮食的“新日常”
提倡适量、均衡、绿色的饮食结构，杜绝“舌尖上的
浪费”；规范预制菜行业标准，提高食品安全性和利
用率；鼓励推广智能厨房设备，实现精准烹饪和按
需配餐，降低厨房损耗。

强化宣传教育，厚植全民节约减损的“潜意
识”。持续开展粮食安全、“光盘行动”等，在青少年
群体中讲好“节约”大课，引导全民养成正确的消费
观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张竞昳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杜绝货运车辆“抛洒滴漏”

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驰骋在道路上的
各类货运车辆，2023年公路货物运输量承担了总
货物运输量的73.59%。在快速推动经济社会高速
发展的同时，公路上常有垃圾车、搅拌车等开放式
散装物料运输车辆，导致渣土、杂物抛洒。尽管各
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求货车“规范货物装载、做
好篷布遮盖、严禁抛洒滴漏”。但由于篷布等遮盖
效果不尽理想，货车沿途“抛洒滴漏”的现象仍然
存在。

“抛洒物经过车辆碾压后，形成了更加细小的
浮尘污染带，造成了道路周边树木灰头土脸，周围
村镇尘土飞扬，严重污染路面环境。”全国政协委
员、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魏世忠介绍，《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自 2004 年公布实施以来，
历经 4次修订，最新版本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国

家鼓励货运经营者实行封闭式运输，保证环境卫
生和货物运输安全。货运经营者应当采取必要措
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等”，但在操作层面，并未
强制要求散装物料运输车辆进行封闭式运输。对
此，他建议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二十六条，对于散装物料运输车辆进行更明
确、更具操作性的规定，为车辆封闭式运输提供法
理依据。

针对“货运车辆经营者缺乏对车辆进行封闭
改造的动力”问题，魏世忠建议通过经济手段促进
密闭货箱改造，杜绝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现象。
譬如，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散装物料运输车辆在生
产制造阶段加装封闭式设施；对现有散装物料运
输车辆开展限期封闭式改造，并给予一定的改造
补贴。 本报记者 张竞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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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
出要“完善罕见病用药保障政策”以来，
国家持续探索罕见病药品保障制度与相
关政策，其药品使用的可及性不断提升。

“《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发布后，我
国有 47 种病、103 个相应药物投入使
用，截至 2023 年底，已有 73 种药品纳
入医保目录。”花亚伟说，由于大多数
罕见病治疗周期长，除住院治疗外需
长期在门诊用药治疗，一些通过国谈
进入医保的罕见病创新药，受限于多
重原因制约，仍面临着用药“最后一公
里”的难题。

“不忽视每一个小众，让罕见病患者
更有勇气迎接命运挑战，也更有底气走
过苦痛，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花亚
伟认为，各统筹区域可以根据医保基金
的实际情况，结合患者人数、药品价格等
因素，针对不同的谈判药品设定差异化
的报销比例。将国谈药分为单行支付药
品（指价格昂贵、用药人群特定、用药指
征明确的药品）和普通乙类药品，进行分
类管理，并随着每年的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及时更新。参保人使用单行支付
药品的费用，不计起付线，直接纳入基本
医保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地方层面可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当提高医保
统筹水平及完善门诊统筹统医保支付标
准与范围，缩小参保职工和居民、门诊和
住院的报销差距。

花亚伟建议，国家出台谈判药品
“双通道”政策，确保罕见病人群“用得
到、用得起”。一是适当降低和调减罕
见病部分特殊人群如儿童用药的先行
自付比例，进一步提高罕见病患者对国
谈药的可及性。二是建立针对个别药
品的先行自付比例调整机制，对于个别
在临床实践中显著高于支付预期且必
须使用的药品，在医保基金负担可控的
基础上，酌情调整该药品的先行自付比

例，起到减负、增效作用。
针对部分地区用药报销比例低、单

独支付政策无法叠加大病保险报销、门
诊慢特病报销封顶线低等诸多现实问
题，花亚伟建议，在门诊治疗的罕见病
患者门诊用药可以享受大病保险的二
次报销，也可将国谈药的单行支付与大
病保险挂钩。对于医保基金较为充足
的地区，可优先考虑将罕见病纳入门特
慢。反之，对治疗费用高、适合门诊用
药的重特大疾病使用药品，可优先考虑
纳入特药管理。

在提升国谈药医保待遇的同时，花
亚伟还建议，国家进一步优化医保谈判
制度，为企业预留一定的价格空间。在
基本医保目录调整上完善医保药品的

“退出”机制，逐步将占用医保基金较多、
临床效果差的药品挪出目录，实现医保
基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本报记者 赵文静

代表委员访谈代表委员访谈

健全体制完善机制
拓展基层院团精品创作空间

加强文艺创作的人民导向、绘制文
艺发展的人民坐标，是基层文艺院团由
衷的期盼。基层文艺院团是党和政府
联系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实践

“两为”方向、“双百”方针的文艺前哨。
“近年来，数以千百计的基层文艺

院团，在坚持文化传承的同时，加强艺
术形式和内容的创新，许多剧目在演给
乡村百姓看的同时，还登上了比赛舞
台，在电台电视台播放，一些剧目还成
为文艺精品。”金不换常常为这些文艺
精品创作感到欣喜，但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受创作人才、资金、体制和机制所
限，基层文艺院团完成精品创作的机会
并不多。

那么，怎样才能帮助基层院团拓展
文艺精品创作的空间呢？对此，已经深
耕戏曲沃土40多年的金不换有着自己
的思考：“首先要精准定位，解决为谁排
戏的问题。这些年，文艺精品创作的导
向不断偏转到大而专，形成大作家、大
导演、大场景、大制作。专家写给专家
看，专家演给专家评，花钱不少却效益
不高、效果不大。许多剧目除了评比时
炫目一时，无法进行复制，无法到基层
演出，老百姓享受不到精品大餐。因
此，提倡文艺精品的‘小而精’就显得十
分必要。这里的‘小’，就是适合基层文
艺院团‘拿过来’、为我所用，花钱不多、
场地不大、演出难度小，百姓看得到、看
得懂、愿意看。”

“其次是要资金支持，解决无钱排
戏的问题。基层院团经常面临没钱排
戏、没能力参赛、没机会获奖的窘境。

我认为有必要把奖金变成扶持资金，通

过调研发现精品苗子，从前期就进行培

植，弱苗细养，病体康养。”金不换说。

此外，面对基层院团普遍存在的

“请不动”“用不起”专家的问题，金不换

建议智力扶贫，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

出台文艺智力扶贫的硬指标，实行结对

帮扶，把好剧本、好导演“送”到基层，帮

助基层院团打造文艺精品，最终解决无
人排戏的问题。

用好戏曲演出场地
完善“送戏下乡”相关政策

农民和农村问题历来是党中央最
关注的问题之一。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七个一”建设基本解决了农村
（社区）没有戏曲演出场地的问题。在
金不换看来，现在农民（居民）看戏的主

要矛盾也从“有没有”场地变成了“用没

用”和“用没用好”场地的问题。
金不换以自己生活的河南省鹤壁

市的探索和实践为例，分享自己的观
点，“鹤壁每年拿出 150万元左右的财

政资金支持文艺团体开展‘送戏下

乡’、文化广场活动和芝麻官大舞台公

益演出活动，收到了意料之中的效

果。”然而，农村是一块广阔的天地，一

二百场次的演出仅能满足该市农村

（社区）1/5左右的需要，而在没有开展

“送戏下乡”活动的城市和地区，农村

演出场地长期闲置。

一方面是农民（居民）无戏可看，一

方面是基层文艺院团无地方演出，这两

种荒芜都令人听了痛心、看了伤心。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金不换建

议：“把‘七个一’公共文化工程的验收

指标进行充实和延伸，把过去检查‘有

没有’变成检查‘用没用’‘用得好不

好’。同时，把基层文艺院团‘送戏下

乡’的数量和效益比、农村（社区）接受

‘送戏下乡’的场次作为公共文化验收

的重要指标。”

而这些，都离不开政策与资金的支

持。金不换建议，把地方财政用于“送

戏下乡”的资金比例进行固化，并且要
求逐年有所提高。同时，提高中央和省
级以上财政的文化文艺资金占比，并逐
年向基层市县倾斜。建议各级人大加
强对“送戏下乡”工作的监督，并出台和
完善相关政策。 本报记者 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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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戏不如百姓意，干脆回家去种地”，作为一名从农村成
长起来的豫剧艺术家，几十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鹤壁
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院长金不换的目光始终不离基层、不
离农村、不离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发展。今年全国两会，已是
第七次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金不换，将目光聚焦在基层院团
文艺精品创作、用好农村戏曲演出场地等方面。

如何进一步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提升罕见病国谈药
门诊用药可及性，让罕见病患者“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
有所保”。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委
员、省政府参事花亚伟最关注的是一个“小众”问题。

代表委员好声音代表委员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