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行周口分行：倾心打造智慧政务示范点
������近年来，“数字中国”“数字河南”一
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打造数字政府，
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始终是政府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
建设银行始终牢记作为国有大行的责

任与使命， 积极探索政务服务的创新
路径，在国务院办公厅、河南省政府 、
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相关部

门和文件的指导下，整合全国、全省建
行政务资源，倾心打造“豫政·建易办”
智慧政务示范点，让建行网点变身成为
老百姓身边的“政务服务大厅”。

截至目前， 建行周口分行已经成功
实现辖区内 30 家网点 124 台智慧柜员
机在线查询和办理本地高频公积金类政

务服务事项 9项，省级、外市政务服务事
项 59项，涵盖公积金、不动产、卫健、人
社、教育、住房维修资金等政务领域，为
广大外市在周务工、 旅居人员提供了更
为广泛、便捷的跨市办理政务事项服务。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打通业务链

条和数据共享堵点， 推动更多政务服
务事项“跨省通办”的相关要求 ，深入
推进建设银行总行关于智慧政务从

“建好”到“用好”的战略规划部署，进
一步丰富建设银行网点智慧柜员机

“就近办、随心办”政务服务场景，纾解
外省在周务工、 旅居人员政务办理过
程中“多地跑”“折返跑”等社会痛点，
建行周口分行全力配合建行总行及河

南省分行完成“跨省通办”政务服务事
项的部署推广工作。 截至目前，建行周
口分行已经成功实现辖区内 30 家网
点 124 台智慧柜员机在线查询和办理
共计 850 项 “跨省通办” 政务服务事
项，涵盖公积金、医保、人社、发改委、
公安、不动产、民政、卫健、交通、税务、教
育、住建、市监、文旅等诸多政务领域。

建设银行网点智慧柜员机 “跨省通
办”专区事项的成功部署，能够进一步对
地方跨省政务服务办理渠道进行扩展延

伸和有益补充， 进一步丰富银行网点的
功能性， 让人们切身体会到建设银行金
融科技内能外放的益处， 让建设银行的
大行担当落到实处。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建行周口分行智慧政务进网点实
现业务办理量 4.43万笔。

建行周口分行“豫政·建易办”智慧
政务示范点成功运行， 是建设银行助力
政府数字化转型、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
大胆尝试，是畅通市场经济循环、促进社
会要素自由流动的大胆创新。 该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建行周口分行将不
断释放自身智慧政务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所沉淀的成果和能力， 继续深耕政务服
务领域，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上线，进
一步丰富银行网点的政务特性、 便民属
性， 让人们切实享受到互联网时代创新
产品的便捷性、普惠性，真正做到为百姓
谋幸福、为群众干实事。 ②25 （张聪颖）

周口体彩分中心太昊陵朝祖会上促销“顶呱刮”
“二月二，龙抬头”。 2023 年羲皇故

都朝祖会盛大开幕后， 周口体彩分中
心充分依托朝祖会人流量大、 文化氛
围浓、群众参与度高等优势条件，前期
紧密筹划，积极动员部署，通过租赁伏
羲文化广场固定出租摊位， 开展体彩
“顶呱刮”等品牌宣传活动，深入宣传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品牌理念。
太昊陵朝祖会曾以单日游客 80

余万人创下世界吉尼斯纪录。 朝祖会
从农历二月二开始， 至农历三月三结
束。 周口体彩分中心在庙会指定摊位
布置“顶呱刮”销售及展示区域 ，为过
往游客发放宣传页， 开展体彩 “顶呱

刮”“中就送” 促销活动， 为现场购买
“顶呱刮”即开型彩票者发放体彩定制
折叠扇等精美小礼品， 为游客提供便
民饮水设施，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不时刮上几张“顶呱刮”，试试手气。

在周口体彩分中心精心组织和广

大购彩者及爱心人士共同努力下 ，中

国体彩的良好公益形象得到进一步巩

固，体彩知名度也得到有效提升。 ③12
（王吉城 马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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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罕见” 点亮生命之光
———我国加速破解罕见病诊疗和用药保障之困

������“肚大如鼓”的戈谢病，经常不自主抽搐的亨
廷顿舞蹈症，一碰易碎的“瓷娃娃”……这些少见
的病名背后，是罕见病患者求医问药的艰辛不易。

2023 年 2 月 28 日， 第 16 个国际罕见病日，
今年的主题是“点亮你的生命色彩”。 面对罕见病
诊治的世界性难题，我国加速破解罕见病诊疗和
用药保障之困。

发布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设置标准；最新版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 7 个罕见病用药……我
国多部门通力合作，汇聚社会各界力量，不断探
索罕见病防治诊疗工作的中国方案。

病难医？
———制定目录、组建诊疗协作网
确诊难、缺少药、药价高，是当前罕见病诊治

的三大难题。 目前， 全世界已知的罕见病超过
7000 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委托中国罕见病联

盟对近 4 万名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的医生开
展调研，最新结果显示，近 70%的医生知晓第一批
罕见病目录，51%的医生开展过罕见病多学科诊
疗协作。 而就在 4 年前，超过七成医生并不了解
罕见病的基础诊疗。

从完善顶层设计、推进“三医”联动到建立全
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从发布罕见病目录，到最
近成立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我国不断提
升全国罕见病诊疗水平。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遴选 324 家医院组
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建立双向转诊、远程
会诊机制。 北京协和医院作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
作网的国家级牵头医院，深入开展疑难罕见病研
究，在全国 20 余个城市组织开展培训，覆盖医生
逾 10 万人次， 提高了我国医务人员对罕见病的
规范化诊疗能力。

“罕见病患者的痛揪着医者的心，必须加快提
升对罕见病的规范化诊疗能力。 ”北京协和医院
院长张抒扬说，在健康中国建设道路上，整合罕

见病病例资源，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让罕见
病被更多的人看见， 让更多的社会力量汇聚起
来，给他们关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优质医疗资源辐
射带动作用的发挥，越来越多的医疗群体加入罕
见病诊疗队伍。 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组
成中国罕见病联盟西北协作网，帮助更多的患者
在“家门口”实现诊疗。

罕见病大部分由遗传因素导致，从“生命起
点”把好关，降低罕见病发生率至关重要。 我国不
断加大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
系，全国婚前保健机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机构
已有 4000 多家。

医少药？
———激励药物研发，加快审评审批
研究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不到 5%的

罕见病有药可治。 无药可用，是全球罕见病患者
面临的共同难题。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我国发布《医药工业
发展规划指南》《“十四五” 医药工业发展规划》
等，引导企业加强研发治疗罕见病特效药物。 同
时，将罕见病药物纳入小品种药、短缺药管理，推
动建立短缺药品供应保障联盟，充分发挥国家医
药储备蓄水池作用。

“罕见病治疗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临床诊
疗、药品供应保障等各个方面。 加强罕见病药物
研发是保障罕见病患者治疗的重要一环。 ”致力
于罕见病药物研发的北海康成制药有限公司负

责人表示， 国内罕见病领域药物研发起步晚，但
越来越多的企业介入这一研究领域。

针对罕见病“用药难”，我国对罕见病治疗药
品实施优先审评审批。 按照有关规定，对于临床
急需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药品在

70 日内审结。 国家药监局已累计批准 60 余种罕
见病用药上市，数量和速度快速提升。

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规范推进国内

少量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建立“全国公立医疗机
构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系统” ……国家卫生健康
委药政司药品供应保障协调处负责人李波介

绍 ，2022 年 ， 各级短缺药品行政管理部门核实
并处置 1200 多种药品供应问题，为部分罕见病
群体遭遇“断供”的急需药物如氯巴占等开辟绿
色通道。

药无保？
———发展多层次、多元化医疗保障体系
对于罕见病患者而言，医保目录的更迭，牵动

人心。
今年年初，一款脊髓性肌萎缩症口服药———

利司扑兰，通过谈判被纳入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这意味着，除了“天价救命药”诺西那生钠
注射液已进入医保外，此类疾病患者实现了“有
药可选”。

这是让罕见病患者振奋的好消息。 今年已新
增 7 个罕见病用药进医保。 5 年来，医保目录内药
品数量新增 618 个，其中包括 22 个罕见病用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罕见病设立专项，科
技部批准建设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

室，罕见病研究杂志创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罕
见病共助基金发布，国家卫健委印发国家罕见病
医学中心设置标准……罕见病防治与保障工作
驶入快车道，给更多患者带去希望。

“走小步不停步。 罕见病诊疗方案的每一次
推进，都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救治。 这是健
康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弱有所扶、践
行生命至上的生动写照。 ”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
理事长李林康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更好解
决罕见病“诊断难、治疗难、费用高”难题，需要全
社会形成合力， 进一步完善罕见病医疗保障体
系，持续加强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做好
药品供应保障等工作。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