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4年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1%。
其中，城市持平，农村上涨0.1%；食品价
格下降2.7%，非食品价格上涨0.7%；消费
品价格下降0.4%，服务价格上涨0.8%。

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
1.0%。其中，城市下降1.0%，农村下降0.7%；

食品价格下降3.2%，非食品价格下降
0.5%；消费品价格下降0.9%，服务价格下
降1.1%。

3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下降
1.4%，影响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
约0.40个百分点。食品中，蛋类价格下降
8.9%，影响CPI下降约0.06个百分点；鲜果

价格下降8.5%，影响CPI下降约0.20个百
分点；畜肉类价格下降4.3%，影响CPI下降
约0.14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2.4%，
影响CPI下降约0.03个百分点；鲜菜价格
下降1.3%，影响CPI下降约0.03个百分点；
水产品价格上涨1.2%，影响CPI上涨约
0.03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涨0.5%，影响

CPI上涨约0.01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

中，其他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衣

着价格分别上涨2.7%、1.8%和1.6%，医疗
保健、生活用品及服务、居住价格分别

上涨1.5%、1.0%和0.2%；交通通信价格下
降1.3%。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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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方英刚校对晁粉娟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记者11日从
教育部获悉，为全面加强义务教育招生

入学管理工作，教育部决定组织开展义

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坚决整
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等现象，严肃查

处各类跟招生入学挂钩、关联的收费行

为，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

据悉，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

专项行动（2024）的通知于日前印发。通
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针对招生

入学重点环节，对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

开展全面排查，坚决纠正各类违规行

为。重点包括：中小学是否将社会培训

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文化课考试结果、

培训证书以及学科竞赛成绩、考级证明

等作为招生参考或依据；是否收取或变

相收取与入学挂钩、关联的“捐资助学

款”“共建费”等；是否以高额物质奖励、

虚假宣传、口头承诺或签订录取承诺书

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是否自行组织

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

源为目的的各类测试面试等；是否存在

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

班行为；中小学是否设立或变相设立重

点班、快慢班，以此名义掐尖招生；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是否违规跨区域招生，以

借读、挂靠等名义变相违规招生并进行

乱收费。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全

面排查本地区已有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

策措施内容，坚决纠正或废止不符合国

家政策精神和要求的相关规定和做法。

重点包括：学校的划片招生范围是否科

学合理，新建学校招生范围和新建小区

对口学校划分工作机制是否完善，是否

制定明确的民转公学校划片招生政策或

过渡期政策；省市两级教育行政部门、高

校、科研机构附属义务教育学校是否全

面纳入属地招生管理、实行统一招生政

策等。

此外，根据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要主动加强信息公开，增加招生入

学工作透明度；进一步优化登记入学、电

脑派位工作，便捷招生入学流程，减轻群

众负担。

根据通知，教育部成立由部内有关

司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国家督学、

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等组成的

专项工作组，加强对各地招生入学工作

全过程监管和工作指导，教育部也将适

时开展专项行动调研和全国范围跨省交

叉互检，通报违规行为和查处情况。

教育部专项行动将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

记者11日从国家医保局2024年上半
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4年将扩大
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病种范围，让

更多的门诊慢特病患者能享受异地直接

结算。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副主任隆学文介绍，今年将在现有5种门
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的基础上，进一

步增加3至5种覆盖人群多、以药物治疗为
主、待遇差异小的门诊慢特病病种。

“除了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

算病种范围外，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跨省

联网定点医院的范围。”隆学文介绍，2023

年，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55.04万
家，比2022年底增长了68.37%。
此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还将在就医地管理、异地就医结算监测

等方面提质增效。

隆学文介绍，接下来要强化就医

地管理力度，重点加强就医地医保经

办机构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的审核，在

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内开展异地就

医大额费用经办联审工作，进一步规

范就医地的医疗行为，防止异地就医

过程中的不合理诊疗行为，取得经验

后向全国推广。

同时，加强异地就医结算监测，跟

踪了解异地就医结算政策落地情况，破

解异地结算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和堵

点，持续完善异地就医结算服务。

另讯 国家医保局4月11日发布《2023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从参保人

员、医保基金收支情况、医保助力乡村振

兴、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多个方面介绍

2023年医保事业发展相关情况。
截至202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约13.34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
以上，参保质量持续提升。

2023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

保险）总收入、总支出分别为3.33万亿元、
2.81万亿元。

2023年，原承担医保脱贫攻坚任务
的25个省份通过医疗救助共资助7308.2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支出153.8亿元，
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稳定

在99%以上。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三重制度累计惠及农村低收入人

口就医1.86亿人次，减轻医疗费用负担
1883.5亿元。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
126种药品，收载西药和中成药共3088种，
其中，西药1698种，中成药1390种，另含中
药饮片892种。 据新华社

2024年将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病种范围
我国发布2023年医保统计快报参保人数约13.34亿人

新华社杭州4月11日电记者从住房
城乡建设部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的

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

今年以来，各地正在加快推进配售型保

障性住房建设，许多城市在明确保障对

象标准、以需定建、用地保障、资金监管等

工作机制上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做法。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个城市报送
2024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和项目。其

中，西安今年计划筹建1.5万套保障性住
房；深圳已启动13个项目、共计1万套保障
性住房建设；杭州今年筹建的12个保障性
住房项目已开工3个，剩余9个项目将在6
月底前开工建设。

该负责人强调，各地要切实推动保

障性住房建设落地落实见到成效。目前，

许多城市在明确保障对象标准、以需定

建、轮候库建设、用地保障、资金监管、配

售价格、建设分配管理工作机制等方面

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尚未出台实

施意见和配套政策的城市要充分学习借

鉴，加快推动政策出台，尽快形成保障性

住房政策体系。

会议要求各地压茬推进保障性住房

建设，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实现净地供

应，完善规划设计方案，尽快达到开工条

件，形成实物工作量。已经开工建设的，要

抓好施工组织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

安全，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施工进度，让群

众早日住上新房，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同时，要抓“好房子”建设，按照绿

色、低碳、智能、安全的标准，做好户型

设计、配套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把

保障性住房建设成“好房子”。要抓住房

发展规划编制，将保障性住房作为住房

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坚持以需定建，

摸清底数摸清需求，科学确定保障性住

房发展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做好项目

谋划和储备。

各地加快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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