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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根据国家医保局等部门26日公布的《关于
做好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分别较上
年增加30元和2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70元和400元。

这是自2016年以来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新增首超个
人缴费新增，居民个人缴费增幅也适当降低。

通知明确，中央财政继续按规定对地方实施分档补
助，对西部、中部地区分别按照人均财政补助标准80%、
60%的比例给予补助，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定比

例补助。对于持居住证参加当地居民医保的，各级财政
要按当地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助。

通知要求，增强大病保险精准保障能力，大病保险起
付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当地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居民医保叠加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达到
当地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报销比例
向高额医疗费用倾斜。

通知提出，将参保居民在门诊发生的符合规定的产
前检查相关医疗费用纳入门诊保障，享受普通门诊统筹

待遇，合理提高住院分娩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进一步
减轻参保居民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
增长、医疗消费水平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合理提高个人缴
费和财政补助标准是巩固提升待遇水平、确保制度平稳
运行的客观需要。

此前，国家已出台文件激励居民连续参保。此次通
知进一步要求各省份对连续参保人员和中断缴费人员分
别设置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措施，并严格执行。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全面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工作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8月26日上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纪念邓小平同
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和接见第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信用重庆”建设工作推进
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西部大开发
的战略意图和重大意义，坚决扛起总书记赋予重庆“奋力
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的重大使命，自觉
把重庆工作放在大局中谋划推进，聚焦大保护、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更好以一域服务全局、支撑引领西部地区现
代化。要准确把握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部署要求和重大举措，紧扣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
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
融合互促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综合服务
体系、拓展内陆开放发展新空间，坚持以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整改为牵引系统提升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能力，持续
完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推进体系，加快打造西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要坚决扛起责任，落细落实西部大开
发各项部署任务，用好用足政策利好，强化机制创新，加
强向上对接，积极争取一批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
革、重大平台，更好形成服务支撑西部大开发合力。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
习邓小平同志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对党绝
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
的重要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完整、准确理解它的科
学内涵、核心要义，进一步增强体系化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主动性，切实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刻领会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使命要
求，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
深走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重庆篇章的实际行动纪念邓小平同志的革命人生。

会议指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高水平构建
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更好以群众体育促进竞技体育、体育
产业、体育文化加快发展。要聚力补齐制约体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以人才为导向深化竞技体育改革
攻坚，推动体教融合发展，抓好城乡均衡互补的体育基础
设施建设，夯实体育事业发展基础。要加快打造现代化
体育强市建设标志性成果，依托山水特色培育体育运动
品牌，擦亮重庆马拉松等赛事名片，积极培育体育消费新

场景，争取重要赛事活动落地举办，以体育发展辨识度彰
显现代化新重庆独特魅力。

会议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抓手，是一项基础性、战略
性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
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四梁八柱”，明确信用评价主体，搭建
信用评价模型，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努力以高水平“信用重
庆”建设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对企业、个人、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党政部门、司法机关等主体实现信用
评价全覆盖，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实现公
共信用评价“全覆盖、无死角”。要结合各类信用主体实
际，量身定做务实管用的信用评价模型，提高信用评价质
量，深化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加强信用数据归集共享，完
善信用应用平台功能，健全信用数字化支撑体系。要强化
信用评价结果运用，丰富拓展“信用+”场景，健全完善守信
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法失信行为，
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努力营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要
完善征信管理制度，建设覆盖全社会的高质量征信体系，
强化各方面信用信息汇总，持续推动数据更新，为积极探
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提供重要支撑。

会议听取了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
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及我市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卢志民

2024年居民医保最新缴费标准公布

“生态是巫溪的最厚家底、最亮名片、最大优势。”昨
天，在“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巫溪县委书记李卫东称，巫溪是三峡地区古人类和巫
咸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长江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被誉
为“天然物种基因库”。近年来，巫溪坚持生态优先、推动
绿色发展，努力让好山好水变成好风景、优良生态变成生
产力。

近10万群众吃上“旅游饭”
近段时间持续高温，很多人都选择了到高山纳凉避

暑。
“这里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7摄

氏度，夜晚还能看到满天星河，我来这里住了一周，真是
不想走了！”在巫溪红池坝，前来度假的成都游客周先生
说。

“依托‘凉资源’，红池坝正在成为重庆有名的消暑纳
凉聚集地。”巫溪文旅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从8月初开始，
红池坝迎来了客流高峰，目前宾馆、客栈可谓一房难求。

近年来，巫溪坚持“巫溪就是一个大景区”的全域观
念和“一切围绕旅游转”的发展理念，把生态旅游业作为
第一支柱产业来培育，致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
益。该县以红池坝景区为“引爆点”，大宁古城、宁厂古镇
等景区为重点，其余A级景区为支撑，全面整合县域资
源，推动形成“点线面”有机统一、互促共进的全域旅游发
展态势。

李卫东介绍，近年来巫溪大力培育旅游第一支柱产
业，A级景区增加到13个，“天地灵气·逍遥巫溪”已成为
巫溪响亮的旅游标志和品牌，全县旅游人数、综合收入年
均增速均保持在15%以上，近10万群众端上“旅游碗”、
吃上“旅游饭”。

老鹰茶正成为“重庆爆品”
夏天到巫溪做客，热情的主人往往会端上一杯老鹰

茶，供你解暑降温。如今，这杯沁人心脾的茶正在打造
“重庆爆品”，成为巫溪的支柱产业。

李卫东介绍，巫溪是巫文化发源地，孕育了悠久璀璨
的巫文化、盐文化、药文化，古称“巫咸古国、上古盐都”。
巫溪老鹰茶与巫溪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相传受伤老鹰啄
叶而愈，神农氏尝百草食叶解毒，将其命名为“老鹰树”，
百姓常采叶煮饮为药，最终成为家喻户晓、流传至今的

“老鹰茶”，所以民间有人将老鹰茶称为“药王茶”。
经初步普查，巫溪境内现有野生老鹰茶树100万株

以上，其中百年以上古树5000余株，成片野生老鹰茶面
积位居全市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老鹰茶之乡”。目
前，巫溪老鹰茶已获得中国、欧盟、日本有机产品认证。

除了泡茶，老鹰茶叶还有很多衍生产品。巫溪积极
与多方合作，大力开展老鹰茶保健性、功能性、药用性产

品开发，创新推出“老鹰红茶”“老鹰茶含片”“老鹰茶咖
啡”“老鹰茶啤酒”等系列茶产品。

李卫东说，到2030年，巫溪可实现老鹰茶“种植规模
20万亩、年产1万吨、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50亿元以上”
目标，让巫溪老鹰茶，真正成为具有“重庆辨识度、国际影
响力”的茶叶产业品牌。

中药材产业振兴在路上
8月23日，位于巫溪的重庆坤隆药业有限公司，数十

名工人正在加工生产，一片忙碌。
“有了高校的科技支撑，我们的信心更足了。”该公司

董事长李开君说，公司前不久才与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
院签订了九制黄精项目合作协议，专家还考察了公司中
药饮片加工车间，并对黄精中药饮片炮制生产进行了现
场指导，这将助推公司的高效发展。

“巫溪县可以说是天然药库，这里的中药材是真正的
‘天赐良药’。”巫溪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县政府
新闻发言人唐江洪介绍了巫溪中药材发展的优势。

当前，巫溪常年在地药材面积达42.21万亩，现有地
产中药材2932种，占全市药用动植物总数的50.2%，其中
常用药材320种，品种数量居重庆之首，是我国中药资源
宝库之一。

当前，巫溪的药食同源系列产品层出不穷。截至目
前，开发产品100个以上，年产能1万余吨。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大宁党参”成功注册地理商标，“巫溪独活”取得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太白贝母”“巫溪独活”被认
定为重庆道地优势药材，黄蜀葵生产基地获评“中国富硒
黄蜀葵产业示范基地”，2023年被授予“中国道地药材之
乡”。

唐江洪表示：“我们力争用3年时间让全县中药材种
植面积达50万亩、产值突破20亿元；用15年时间实现产
值100亿元，将‘巫医同源、道地药乡’的品牌影响力推向
新的高度。”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

巫溪：好山好水变成好风景，优良生态变成生产力

宁厂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