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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创造有利
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积极应对各种困
难和挑战，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
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谱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2
月 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年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
在与会中外人士中引发强烈共鸣。

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
刻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传递
了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推进现代化
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激励着国
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同中国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
崇高事业。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创始会长、学术委员会主席郑必坚表
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刻把握历史
大势和时代潮流，彰显了大国领导人
的胸怀视野和责任担当。中国正在推
进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这不但关系
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也关系到世
界的和平与繁荣。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读懂
中国，需要读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天的中国正在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
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打造透明稳
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作为一位长期专注改革研究的学
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倍感振奋。“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
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习近平主席

强调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深远意义，向世界表明
中国正采取一系列举措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为世界进一步读懂中国提供
了重要指引。”

“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步
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追求的不是
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同包括广大
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
现代化。”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
说，埃及十分重视中国推进现代化带
来的广阔合作机遇，埃中两国有很多
合作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能满足
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
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与
会国际嘉宾对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的
这句重要论述深表认同。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巴西表示，过
去40多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史无
前例的大发展，不仅增进了中国的民
生福祉，也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
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式
现代化惠及世界的鲜活例证，促进了
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共建国家的基
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同时对接各
国政策和发展战略，为共建国家的现
代化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

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肖
梅表示，面对各国人民需求，习近平主
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
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
倡议和理念，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红
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创
造了发展奇迹，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
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带来广阔

机遇。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风

险与机遇并存。“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
世界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世界教育
创新峰会首席执行官史彦恺表示，当
前全球正共同面对一系列挑战，各国
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有效应对难题，共
建美好世界。对世界来说，更好地了
解中国、了解中国政商学界的思想至
关重要。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
上升，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宣告坚持
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决心，有助于为
世界创造有利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对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复旦大学一
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黄仁伟深有感触。他表示，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对
各国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意义重大
而深远。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
张传卫表示，要以习近平主席贺信精
神为指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贡献
企业力量。

“中国的发展成就为世界提供了
借鉴经验。”奥地利前总理沃尔夫冈·
许塞尔表示，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需
要加强对话，深化互信，将时代的不确
定性转化为创造美好未来的机遇，朝
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携
手并进。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近期，多地医保部门发布断缴医
保导致生病后无法报销的案例。专家
表示，医保是健康时的投资，生病时的
保障，建议广大居民及时参保，撑起

“健康保护伞”。
国家医保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4年1月至10月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 8744.57 亿
元，支出8466.40亿元。

未生病的居民参加基本医保是否
“吃亏”？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文
表示，疾病的发生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疾病，个人和家
庭很难独自承受高昂的救治费用。基
本医保不分年龄、不论病史地为广大
群众提供了基本、可靠和安全的医疗
保障，确保广大群众能够及时就医，医
疗费用得到分摊，还可以在大病时获
得救助，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风险。

今年，国家医保局出台基本医保
参保长效机制，对连续参保及基金零

报销给予奖励：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
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每
年可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不低
于1000元；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
医保参保人员，次年可提高大病保险
最高支付限额。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于断缴
的制约：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
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
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
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原则上在
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
等待期1个月。

“患病时有保障，无病时利他人。”
多地医保部门呼吁，在居民医保集中
征缴期内及时参保，以确保医保待遇
不受影响。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12月1
日，全国医保正式上线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病毒性肝
炎、强直性脊柱炎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
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这是继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

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
后抗排异治疗5种门诊慢特病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县域可及之后的又一医保
福利。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
地区作为就医地均能提供10种门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医保直接结
算服务。

今年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
部发布《关于稳妥有序扩大跨省直接
结算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的通知》，明
确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5种门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纳入跨省直接结
算范围，并于2024年12月底前，由国
家组织所有统筹地区统一上线门诊慢
特病扩围病种的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据介绍，参保人按照参保地规定
完成医保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后，可
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异地
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务”下的

“异地就医更多查询”－“门慢特告知
书”，了解参保地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结算流程等
内容。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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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是新发展阶段我国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

重要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作出重要部署。县域是实现城乡融合

发展的前沿阵地和关键纽带，要把县域作为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全面提高城乡

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

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着力实现

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在土地空间布局上谋良策。统筹谋划好

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构建“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规划体系，推动县乡村三级联动，

促进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相互融合，统筹县

域产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基本农田、生态

保护、城镇开发等空间布局，打造秩序井然、

运转高效、生态宜居的空间环境，吸引人才到

县域乐业安居。推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

地市场，“腾笼换鸟”盘活要素，破解项目用地

难题，通过依法依规入市，激活破产企业、僵

尸企业长期闲置的沉睡土地，发展农村产业

园区，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深化农村宅基地

制度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以制度改革为纽带，激活城乡土地要素市场，

吸引城市居民下乡，集聚人才、资金等要素助

力乡村发展。

在公共服务保障上出实招。推进县域教

育资源均衡配置，重视改革创新，建立以城带

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

育发展机制，推动人才等高端要素加快集

聚。建立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健全

网络化服务运行机制，重点探索以县级医院

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

的县乡一体化管理，实现双向转诊、分级诊

疗。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托育机构，提供基本

养老和长期照护服务，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

体系，做好城乡社会救助兜底工作，织密兜牢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安全网。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改善县域内

城乡基础交通设施，优化市政道路、停车系

统、公共交通场站等设施，扩大干线铁路、高

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的覆盖面，推进县城市

政道路与干线公路高效衔接，提高县城与周

边大中城市的互联互通水平，实现“外通内

畅”。完善现代能源水利基础设施，统筹天然

气管道、城镇燃气管网、储气调峰设施、天然

气热电联产等项目建设，强化城市排水设施

建设和排水管理，推进农田水利和农业技术

装备建设，构建智慧水务平台，引导县域环境

容量、能耗指标等要素资源优先向高质量项

目集聚。推进县域数字化建设，采取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行县域运行一网统

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公共服务一网通享。

在数字产业赋能上见成效。借助“外脑”

力量，分析研究本地数字经济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和发展形势，明确发展思路，选准符合本

地比较优势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减少同质

发展和低效集聚，走“大企业—产业链—产业

群—产业基地”的数字产业集群发展道路，形

成引人、聚财、活商的集聚效应。推进数字农

业试点示范，在具备规模化经营等有利条件

的乡镇，积极探索与数字化服务商合作共建

标准规范的数字农业基地，集聚科技、知识、

信息等新兴要素，大力发展智慧农业、设施农

业、数字农业、生态循环农业等模式，实现精

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通过建

设产地仓、打通线上渠道等方式，推动农产品

产供销全链路数字化。有序推动传统制造业

数字化发展，围绕县域重点产业，聚焦不同层

级，加快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

型，实现精准固链、补链、强链。（经济日报）

释放县域活力提升城乡融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