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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即时结算改革后，医保
基金拨付时限缩短到 1 个工作日
左右，极大缓解了医院垫付资金
的压力，为医院可持续发展赋能
助力。”这是日前合肥市医保数据
定向发布活动期间，合肥市第一
人民医院院长姚登攀向记者道出
的心里话。

长期以来，“回款慢”是医药领
域的老大难问题。由于医保基金
对医疗机构结算采用“后付制”，一
笔医保应付费用，自患者出院后一

般需要 40 天至 60 天才能到医院账
户上，而药品耗材供货企业的货款
回款时间则平均在半年左右。

“资金流转不畅，不仅影响医
疗机构现金流，药耗企业也是顾
虑重重。”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主
任王文君说，针对此，多地探索推
进 医 保 基 金 与 医 疗 机 构 即 时 结
算、与药品企业直接结算、与商保
公司等同步结算“三结算”，缓解
医药机构和企业垫付资金压力，
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
即时结算，医保基金拨付时限压
缩至 1 个工作日左右；江西省 2024
年全年为 3557 家医药供货企业直
接结算 90.42 亿元，货款结算周期
从 6 个月缩减为 30 天左右；山东省
全省上线医保商保一体化同步结
算平台，提升理赔效率，减轻患者
经济负担……

王文君指出，医保基金既是群
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也是医药行
业发展的赋能金。多地医保结算

不断提速，不仅有效破解医药行
业资金流转不畅问题，有力推动
医药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更为
深化医改探索了新路径、积累了
新经验。

根据部署，2025 年全国 80%左
右统筹地区将基本实现基本医保
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即时结算，
2026 年 推 广 至 全 国 所 有 统 筹 地
区；集采药品耗材、国谈药的直接
结算也将于 2026 年全面实现。

（徐鹏航）

记者 14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5年“一
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服务行动将贯
穿 2025 年全年，重点从政策惠企、环境活
企、创新强企、人才兴企、法律护企等五个方
面开展，并于6月组织开展“中小企业服务
月”活动。

据悉，“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将
广泛宣贯各地区各部门惠企政策，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基于企业
画像精准推送涉企政策信息，推动出台更多
普惠性针对性政策举措，及时帮助解决企业
急难愁盼问题。同时，积极打造消费场景，

推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融入大企业产业链
供应链创新链。

值得一提的是，“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
务行动还将针对中小企业组织开展管理
诊断、质量诊断、节能诊断、中试验证、检
验检测和专精特新赋能等服务，开发推
广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小快轻准”数字
化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搭建多渠道对
接平台，助力中小企业人才引进和用工
保障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
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组织各类服务资源、
服务力量深入企业、园区、集群。

（张辛欣 张晓洁）

17部门部署开展2025年
“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

文旅市场踩上哪吒“风火轮”

2月14日，演员在闭幕式上表演。当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闭幕式在哈尔滨举行。
张涛 摄

2月16日，一名家长带着小朋友了解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发现的新物种。当
日，2025年广东省“世界湿地日”暨红树林保护宣传活动在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
动现场发布2024年广东省重要湿地名录及“小微湿地+”“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名单，并举
行全球新物种“海珠微瓢虫”发布仪式。 作为全国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广东湿地
类型多样，现有湿地总面积超190万公顷，其中红树林面积1.14万公顷。

王瑞平 摄

古树名木是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
源和生态资源，承载着传统文化，见证着历
史变迁，被誉为“绿色的国宝”。为了更好
保护古树名木，我国将对古树名木全面实
行挂牌保护，因地制宜设置保护设施。

这是记者14日从国家林草局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全国绿
化委员会办公室）司长张利明介绍说，党的
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的推进，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制度体系不断
完善，重点区域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古树名
木得到有效保护，破坏古树名木的行为受
到有力惩处，全社会保护意识明显增强。
但违法采伐、移植、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时
有发生，少数地方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保护管理要求不统一。
今年1月，我国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从制度层面对古树名木的资源调查公布、

日常养护管理、合理利用、文化传承等进行
规范。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古
树名木保护领域国家层面的法规空白，为
古树名木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张
利明表示，下一步将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
持续加强条例的贯彻落实，并强化对古树
名木的动态管理，包括启动开展第三次全
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动态掌握古树名木
资源底数和管理状况；强化古树名木智慧
管理系统应用，实现“一树一档”精细化管
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因地制宜设置保护
设施。

此外，他说，还将积极构建多元化投入
机制，优化完善中央资金投入政策，探索建
立古树名木保险制度。加强新技术、新设
备研发，搭建专家咨询交流平台，提高古树
名木科学保护水平。

（胡璐）

守护“绿色的国宝”
我国将对古树名木全面实行挂牌保护

从“后付制”到“即时结”
——医保结算提速

连日来，北京市有序组织各重大项目工
程复工复产。广大建设者用奋斗绘出的最
美春景，正在京华大地徐徐铺展。

午后温度回暖，不少工人脱去羽绒
服，换上棉衣，现场切割声、电焊声此起
彼伏……这是记者在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
扩能提升工程（后厂村—天通苑东）看到的
一幕。该线新龙泽站内，500多名建设者正
抢抓站内结构、机电安装施工。

海淀区西北旺镇后厂村坐拥多个互联
网公司总部，附近职工、居民期盼更便捷的
出行方式。随着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稳步
建设，后厂村将与回龙观、天通苑等居住区

“一线串联”，新线力争今年内具备初期运营
条件。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轨道三处三级调研
员王媛媛表示，今年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投
资、建设规模不减，在建地铁10条（段）共计
177.4公里。目前全市在建地铁108个标段
全面复工，将延续“力争每年都有新线开工，
每年都有新线投用”的承诺。

从天安门向东驱车约 30 公里，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掀起新年第一波
复工复产热潮。自 2019 年开工以来，这一

“巨无霸”工程已连续建设5年多，将于今年
底基本建成，助力“轨道上的京津冀”进一步
提速。

地上，标志性“京帆”屋盖高高扬起；地
下，车站主站房高铁层、城市轨道层跃然入

目。记者注意到，站内一处样板段已“芳容
初展”，香槟色装饰墙板、吊顶灯光形制基本
确定，将为后续站内装修“打样”。

北京京投交通枢纽投资有限公司建设
管理部副部长刘新建透露，目前枢纽工程全
面复工复产，返岗人数超3600人，分批安全
培训后陆续开展作业。今年，园林工程、市
政道路工程、机电安装、设备联调联试将成
为枢纽建设的重点。

驱车再向东南方向驶去，与北京环球度
假区一街之隔，备受外界关注的“湾里”项
目，主体结构在节前建成，计划今年下半年
对外开业。“湾里”由王府井奥特莱斯、汀云
小镇、诺岚酒店三部分组成，是北京规模最
大的奥特莱斯商业综合体。

听闻记者刚去过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童德华
打开了“话匣子”。“副中心站的建成，将
让京津冀地区的游客打卡‘湾里’更加方
便，我们虽然地处副中心，但未来预计每
天超 6 万人次的游客中，很多是来自天
津、河北的朋友。”

“我们现在已经全面复工复产。后续的
装修收尾、机电安装和招商工作同步推进。
作为重大工程，不仅要体量大，更要业态好、
服务优。希望全新的消费场景能更好满足
群众的消费需求，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童德
华说。

（张骁）

奋斗是最美春景
——首都重大项目工程复工复产扫描

《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2》）成为我国影史首部百亿元票房影片，从“跟着吒儿去旅游”出圈，到相关
衍生品卖断货“一吒难求”，《哪吒2》的流量持续“溢出”，从“单一票房驱动”到“多元价值挖掘”，电影IP让
文旅市场也踩上了“风火轮”，掀起阵阵热潮。

《哪吒2》爆火为地方文旅注入“泼天流量”

“哪吒”在银幕上爆火的同时，也带火了国内
多地和哪吒有关的旅游景区。“跟着吒儿去旅游”
成为热门出游方式。

高达5米的哪吒、憨态可掬的太乙真人、清秀
俊逸的龙王太子敖丙……作为“哪吒”的诞生地，
在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哪吒2》动画电影中的人
物雕塑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展
区，连日来游客成倍增长。“《哪吒2》里有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哪吒闹海》的影子，我们看完电影后

很激动，带着孩子来寻找更多哪吒的形象。”上海
市民王女士说，展区内还有老电影《大闹天宫》中
三头六臂的哪吒形象原画稿及场景渲染图等，非
常适合游客进一步了解影片背后的故事。

近期，四川宜宾市翠屏山景区“哪吒行宫”景
点游人如织。景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电影《哪
吒 2》火爆出圈后，景区客流量显著增长，尤其是

“哪吒行宫”的关注度持续上升。“通常情况下，春
节假期后景区客流量会有所下降，但今年从正月
初四至今，客流量并未减少，反而持续攀升。”该工

作人员说。
据了解，“哪吒行宫”单日游客最高峰值约8000

人次，日均游客为4000人次。截至目前，“哪吒行
宫”已累计接待游客较往年同期增长了近300%。

与此同时，江西上饶太甲真人殿文创销售额
破千万元，河南西峡陈塘关遗址公园春节游客量
增长300%，天津河西区推出哪吒主题游线路……
借助《哪吒2》的热度，新颖的文旅消费场景与模式
层出不穷，“影视IP+旅游”联动，激发出文旅产业
的蓬勃活力。

产业链延伸：从“单一票房驱动”到“多元价值挖掘”

记者了解到，目前，哪吒IP通过多元授权与跨
界合作，形成“内容+消费”的产业链生态，推动文
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

——衍生品市场迎来“抢购潮”：记者梳理发
现，《哪吒2》联名手办迎来“抢购潮”，相关盲盒系
列上线即售罄，二手平台甚至价格翻倍。阿里鱼
众筹平台“造点新货”上，敖光手办众筹金额超
1500万元，覆盖潮玩、文具、小家电等多品类。

UME影城上海新天地店店长卢瑛说，春节假
期最后两天，200元以内的《哪吒2》影院衍生品都
已售罄，最后售出的几只哪吒系列爆米花桶，还是
从外地紧急调货进沪的。

记者在成都高新区一家盲盒店看到，前来购

买《哪吒2》“天生羁绊系列”盲盒产品的市民及游
客络绎不绝。“来问了好几天了，一直都没货，还在
等补货。”焦急等待货品上架的市民李先生说。

——科技赋能让影视IP融入生活：江西某景
区开发“元宇宙陈塘关”，游客可以通过数字分身
沉浸式参与神话剧情；四川景区推出哪吒主题短
剧，结合社交媒体传播实现品牌破圈……《哪吒2》
带动传统IP从静态作品转化为动态创新性表达，
实现经济价值提升。

四川传媒学院数字媒体与创意设计学院教授
黄丹红认为，《哪吒2》电影本身就运用了很多先进
的技术，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打造精
品文化IP，以数字化手段来促进文旅体验，也将成

为未来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影视+文旅+消费”跨界联动：《少年英

雄小哪吒》动画片将蜀南竹海、兴文石海等实景融
入剧情，带动当地提升旅游认知度；“哪吒IP小家
电”则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品的结合……类
似《哪吒2》这样的爆款IP，正在通过跨界联动，取
得产业链的延展。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蔡尚伟认
为，文化 IP 深入融入更多行业领域，将为消费者
带来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体验。
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
求，还将成为企业挖掘潜在市场、提升竞争力的
重要动力。

从“流量狂欢”转向IP深耕

《哪吒2》的成功反映当前我国文旅消费增长
新趋势，显示了中国文化消费的新动力。业内人
士认为，影视IP长远发展需超越短期“流量狂欢”，
以文化自信为根基、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产业生
态为支撑，耕耘IP的长期价值。

负责《哪咤 2》全片 3D 转制的上海幻马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动画艺术总监韩晓菲认为，虽
然《哪吒 2》火爆，但大家也不要“一窝蜂”扎堆
神话 IP，应该鼓励放开想象力，引导行业形成

多元丰富的生态。
近年来，我国在传统文化IP开发上取得显著

突破，成功打造《哪吒2》等一批现象级文化爆款。
但是，一些影视IP的运营仍以短期流量变现为主，
往往难以支撑IP的长期发展。

“真正具有市场影响力的IP，需要超越单一产
品周期，通过内容创新和产业闭环，打造可持续的
文化产业链，从而在全球市场建立更具竞争力的
文化品牌。”蔡尚伟说，“后续希望各地围绕哪吒的

角色、世界观和文化属性，开发更多元的内容载
体，如游戏、动画剧集、文学作品、互动体验等，形
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IP矩阵。”

多位专家呼吁，避免“神话人物户籍化”，地方
文旅宣传也要掌握火候，避免用力过猛。文旅融
合的尽头，不在于争抢“哪吒是哪里人”，而是积极
扩展到更多元的领域，有效推动IP资源向文化资
产的转化。

（董小红 卢宥伊 许晓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