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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管晓静 谭丽

随着全市中小学开学的到来，各

大商超、文具专卖店迎来销售高峰。

记者近日走访时看到，“开学季”带动

文具、教辅书籍等学习用品销量激增，

教辅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态势。

在阳光文体超市，文具专区人头

攒动，货架上分类陈列着上百种商

品。据销售人员介绍，近一周以来，文

具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50%以上，其中

电动削笔器、中性笔、手工制品等文体

产品销量翻倍。超市文具销售员王秀

说：“我们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学

生用的练习本、书包等各类学习用品

进得都比较多，学生用的益智类、手工

类的商品也准备得非常充足。学生用

的中性笔种类也比较多，花色、图案都

很新颖，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在市育红巷翰林书店，很多家长

带着孩子前来购买文具和新学期需要

的教学辅导书籍、课外读物等。店内

教学辅导类书籍和学习资料覆盖幼儿

园、小学、中学各个年级，品类齐全、

应有尽有，满足了不同年级学生的需

求。现场工作人员正忙着帮家长找

书，《五年中考三年模拟》《黄冈小状

元》《状元大课堂》等经典教辅书日均

销量均在百册，可以看出对于新学期，

家长和学生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开学准

备，此外，课外书也是新学期开学销售

大增的品类，书架上存放的经典名著、

名师推荐书籍琳琅满目，可供不同年

龄段的学生阅读。学生家长王女士带

着五年级的孩子采购了一些学习用

品，她说：“每学期开学前都会给孩子

提前备好学习用品，开学后也会根据

学校老师的推荐，给孩子购买一些课

外读物来丰富孩子的阅读内容，开阔

孩子眼界，提高写作能力。”

面对销售热潮，各商家都提前做

足了准备，除了备足货品外，也更加注

重商品品质，老牌产品、知名品牌成了

商品首选，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开学经济持续升温 文具教辅市场迎来消费热潮

本报讯（记者 汤红红 宗布尔）近

年来，我市加快推动药品溯源码工作，

进一步防范医保药品违规行为，保障

群众用药质量和医保基金安全。目前

全市已实现医保药品“码”上追溯，形

成医保药品“事前震慑防范、事中及时

提醒、事后快速处置”的全流程、常态

化、高效能基金监管模式。

药品追溯码作为药品的“电子身

份证”，可实现医保药品耗材“采购

—入库—销售—医保支付”全过程追

溯和全流程监管，全市 72 家定点医药

机构已全部实现追溯码上传，累计采

集追溯码数据 38.16 万条，药品追溯正

式迈入“码时代”。

其间，我市召开定点医药机构药品

追溯码恳谈会，制发《关于进一步规范

医保数据上传标准的通知》，督促各定

点医药机构严格落实药品追溯码信息

“应扫尽扫”机制，严格执行《医保基金

监督管理使用条例》《定点医疗机构和

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医保基

金使用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法

规，强化开展追溯码采集应用宣传工

作，事中及时提醒，督促规范结算。

定期通报各机构药品追溯码信息

采集应用进展情况及部分定点医药机

构重复扫码结算、串换药品刷卡等违

规问题，及时解决追溯码采集过程中

反馈的困难问题，对扫码上传率低、工

作开展不到位的定点医药机构予以曝

光，并纳入重点监管范围，严格督促各

定点医药机构对标找差，加快转型步

伐，加强药品“进销存”三级台账管理，

落实各类药品追溯码信息采集、规范

医保结算。

将药品追溯码上传纳入医保协议

管理和履约评价重要内容，深入分析

药品追溯码违规医保结算问题线索，

分级分类稽核处置情形及条款，确保

问题处置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惩处到

位。严格后台刷卡数据实时监控，对

省州下发的 317 条重复扫码结算疑点

数据、7.8 万余元医保结算费用线索开

展重点核查。截至目前，共追回药品

追溯码违规医保结算费用 4352.98 元，

暂停医保结算单位 1家，约谈定点医药

机构法人及负责人 52人次。

我市“全流程”监管实现医保药品“码”上追溯

家长和学生一起选购学习用品。 记者 管晓静 摄

青海日报讯（记者

郭靓） 2 月 17 日，记者

从全省科技工作会议获

悉，去年以来，全省科技

系统聚焦重点产业创

新需求，持续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聚

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全省重点产业核

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围绕打造生态文明

高地，建立“天空地一体

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生态水文要素观测数据

库填补青海湖流域地表

过程综合观测空白。黄

河谷地重点水土流失区

开展生态综合修复技术

的应用使土壤侵蚀模数

降低 33.1%，破解高寒矿

区脆弱生态低成本修复难题，示范区内

植被平均盖度从 0提高到 80%以上。

聚焦产业“四地”建设，着力推动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盐湖资源

方面，首个“揭榜挂帅”重大科技专项

“盐湖老卤制备无水氯化镁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突破氯化镁脱水世界性难题，

荧光级氧化镁研究制备填补国内空白，

支撑建成多条万吨级高镁锂比盐湖卤水

提锂生产示范线；清洁能源方面，光伏电

池量产平均转换效率超过 24%，跻身国

际领先水平，多能源电力系统互补协调

调度与控制关键技术实现源网荷储一体

化协同控制和电网平稳运行，已在多个

省区推广应用，“青海产多晶硅”入选国

家级创新产品，打破我国电子级多晶硅

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为“中国芯”关键

基础材料支撑作出青海贡献；特色文旅

方面，以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开展传统文

化及革命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技术示

范；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方面，我省自主选

育的青杂 5 号、12 号油菜品种入选国家

推广目录，青薯 9 号创造亩产超万斤的

国内单产新纪录并位居全国马铃薯推广

面积榜首，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藏羊在

青海诞生，藏羊生产实现从“一年一产”

到“两年三产”再到“三年五产”的历史

性跨越。

出台《科技支撑青海省绿色算力基

地建设行动方案》，确定异构算力与算

网一体化关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应

用、数据安全关键技术 3个研究方向、25
项重点任务。推动建设青海绿色算力

高端智库，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青海

大学分中心启动运行，填补青海超算基

础设施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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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从创新能力来看，民营经

济贡献了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从

国产 AI 大模型赋能产业链，到人形

机器人惊艳全球，都印证着民营经济

规模实力、创新水平、市场竞争力的

大幅提升。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生力军，民营企业必将在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所长、蓄势扬帆。

看发展舞台，我国民营经济发展

正迎来新的机遇、更大发展空间。就

拿 14 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来说，

随着“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实施，进一

步激发“有潜力的消费”“有效益的投

资”，拉动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家

电、零售等行业快速增长。新时代新

征程，我国社会生产力将不断跃升，人

民生活水平将稳步提高，改革开放将

进一步全面深化，这些都蕴藏着巨大

的发展潜能。用足用好人才队伍和劳

动力资源数量庞大、素质优良，产业体

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配套完善等优势，

抓住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机遇，民

营经济就能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看发展保障，2023 年出台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意见》涵盖了持续优化民营

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

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

障等方面。去年以来，从完善民营企

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到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再到加快推进民

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部署的各项改革举措正在

落地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将为民营经济发

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

困难和挑战，总体上是在改革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部

的而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

期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把握我国

发展大势，科学研判形势，为民营经

济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力量。机遇总

是和挑战同生并存，决定未来前景的

是看待困难的眼光、解决困难的决

心、应对困难的办法。在风雨洗礼中

壮大，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团结一

心。只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

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锐意创新、鼓足干劲，把各方面积极

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就一定能共同

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也是全

体人民的共同事业，更是干事创业的

时代舞台。现在政治环境、经济环

境、社会环境十分有利于民营经济发

展，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

身手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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