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京华时报消息 “制定对捐献者及其家

人提供人文关怀和照顾的相应措施， 确保遗体

器官捐献工作合法、人道、尊严、体面和光荣。 ”3

月 6 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

示， 我国将在 9 月左右建立心死亡遗体器官捐

献体系，捐献者将有望获得物质补偿。

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工作

黄洁夫表示， 目前我国已形成心脏死亡器

官捐献法规， 相应的机构正在国务院编制办批

准之中， 届时将委托第三方机构———中国红十

字会负责我国器官捐献组织工作。

黄洁夫称， 红十字会可向器官移植接受方

收取与开发捐献者系统相关的实际费用， 以及

与器官获取相关的实际费用。 在卫生部和红十

字会组织下，我国还将建立器官移植应对系统，

包括受者管理系统、等待器官列表管理系统、捐

献者管理系统和器官分配 / 匹配系统。

器官捐赠者有望减免医药费

黄洁夫表示，将制定在器官捐献之前、期间

和之后对捐献者及其家人提供人文关怀和照顾

的相应措施， 确保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合法、人

道、尊严、体面和光荣，其中将包括救助补偿政

策。

因为器官捐献移植涉及必要的经费需求，

还要考虑捐献者在医院医治中的医疗费用负担

和捐赠者家庭的困难， 因此将采取经济补偿政

策，如住院医疗费用的减免、捐赠者家庭的医疗

保险、困难救助、减少纳税、捐献者殓葬费用等

都可以纳入考虑。

卫生部副部长：

器官捐献者有望获补偿

据北京日报消息 今后， 市民坐在家中便

可以上网查阅自己的家谱了。 为全球华人提供

家谱数字化服务的“中华寻根网” (ouroots.nlc.

gov.cn)于 3 月 6 日正式开通。 这个网站是为了

满足海内外华人“盛世修谱”的需求，由澳门基

金会出资，国家图书馆负责内容建设的。它除了

满足全球华人寻根问祖的需要， 还将成为华人

家谱教育和研究的平台。

据介绍，“中华寻根网” 一期已拥有姓氏数

据 500 条、家谱书目数据 3 万条、家谱全文影像

500 余种约 50 万页，与家谱相关的文献 6000 余

种约 300 万页。

据国图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网站上的姓氏

还缺很多。要把这些姓氏的家谱补充上来，也需

要全球华人的通力合作。

国家图书馆开通“中华寻根网”

500姓氏可网上问祖

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

28日起降低162种药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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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2011 年公

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 要求， 开展重大

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 要推进管办分开，

深化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 强化卫生行政

部门医疗服务监管职能，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负责人不得兼任公立医院领导职务； 推进政

事分开， 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 推进

医药分开， 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推进营

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 完善医疗机构分类管

理制度。

工作安排明确， 要推进公立医院服务体

系建设发展： 优化公立医院布局结构； 优先

建设发展县级医院， 人口数超过 30 万的县

（市） 2011 年底前基本建成 1 所二级甲等以

上的公立医院； 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 在全国 20

％

的县

（市） 探索推进县乡纵向技术合作， 提高农

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效率； 加快推进

医院信息化建设。

工作安排要求， 在全国推行惠民便民

措施。 要通过普遍开展预约诊疗服务、 优

化医院门急诊环境和流程 、 广泛开展便民

门诊服务、 推广优质护理服务等改进群众

就医服务 ； 要通过探索多种基本医疗保障

付费方式改革 、 实现基本医疗保障费用直

接结算 、 促进公立医院优先配备使用基本

药物、 完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等实施

控制医药费用的惠民措施 ； 还要加强医疗

安全质量监管。

工作安排提出， 要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

极性 。 要完善公立医院人事和收入分配制

度， 合理确定公立医院人员编制， 营造良好

的医疗执业环境 ， 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条

件， 促进医务人员合理流动等。

工作安排还明确， 要推进形成多元化办

医格局。 细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

机构的政策措施， 给非公立医疗机构留出合

理发展空间， 改善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

执业环境， 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健康发展。

《2011 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出台

推进医药分开 完善补偿机制

心

提

示

核

中国政府网 7 日发布了《2011 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其中明确了开展重大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

点、推进公立医院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在全国推行惠民便民措施、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推进形成多元化办

医格局等五项改革重点任务。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7 日宣布，从 3 月 28 日起降低部分

主要用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

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 降价药品包

括 162 个品种，近 1300 个剂型规格。 调整后

的价格比现行规定价格平均降低 21

％

，预计

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近 100 亿元。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抗生素和

循环系统类药品使用范围广泛， 降低其产品

价格，对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具有重要作用。发

展改革委在成本和价格调查的基础上， 经过

专家评审、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等定价程序，最

终确定了价格调整方案。

这位负责人指出， 此次价格调整综合考

虑了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实际交易价格等因

素，并区分不同情况，突出了重点。 对日费用

高的药品加大了降价力度、 对日费用低的药

品少降价或不降价， 目的是在减轻患者负担

的同时，保证价格相对低廉药品的生产供应；

对专利等创新型药品适当控制降价幅度，以

鼓励药品的研发创新；对已单独定价药品，进

一步缩小了与统一定价药品之间价差， 以维

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这位负责人表示， 对药品价格实行必要

的监管是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措施。 合理控

制医药费用支出，减轻患者药费负担，整顿药

品市场秩序，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药品价格

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次降价方案公布后， 发展改革委还将

按照既定工作计划分期分批降低其他政府定

价范围内的药品价格。 价格调整将以药品生

产经营的社会平均成本为基础， 综合考虑市

场供求等因素确定。 对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原

研制药品， 要进一步缩小与普通仿制药品的

价差。对新进入医保目录药品，要探索制定统

一价格，作为医疗保险的报销计费依据。

平均降价 21

％

为民年减负近百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