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武汉 1 月 4 日电 1 月 4

日，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网事·感动

2023” 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揭晓了“中国

网事·感动 2023” 十大年度网络人物。

“中国网事·感动 2023” 十大年度

网络人物有：“义务理发师” 贾潮江、

“80 多个孩子的妈妈” 朱培娟、“三次

被村民联名请愿留任的第一书记” 莫

日发、“螺丝钉志愿者” 朱言春、“侠骨

柔情的反诈民警”涂凯峰、暴雨中的硬

核“铁路蓝” 赵阳、“用短视频助力乡

村振兴” 的莫宙、“坚守三尺讲台 39

载的山村教师” 杨红军、“孝老爱亲模

范” 汪萍、传承红色基因的“故事爷

爷”王忠祥。

据了解， 十大年度网络人物由公

众线上投票和专家线下评审相结合的

评选方式选出。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

行各业， 置身平凡却满怀热忱， 在教

育、乡村振兴、法治建设、志愿服务等

领域辛勤耕耘、发光发热。 凡人微光，

诠释着伟大，拥抱着不凡。

“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评选活

动” 由新华社发起， 新华网、 新华社

“中国网事” 栏目承办，是国内首个以

基层普通百姓为报道和评选对象、发

动网民通过互联网进行评选并举行年

度颁奖典礼的公益活动，自 2010 年起

已举办十四届。 今年的颁奖典礼由中

共武汉市江夏区委员会、 武汉市江夏

区人民政府协办。

“中国网事·感动 2023”十大年度网络人物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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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

服务人民群众的“神经末梢”“最后一

公里” 。 我国开展完整社区建设以来，

各地探索了哪些方法？ 建设标准是什

么？ 完整社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推进？

聚焦“一老一小” 补

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追求

更高品质的生活， 对社区建设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2020年以来，住房城乡建

设部大力推进完整社区建设， 提出了

完整社区的 6 个目标， 包括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完善、 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健

全、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活动

空间充足、 物业管理全覆盖以及社区

管理机制健全。

完整社区怎么建？ 带着问题，记者

近日来到浙江杭州萧山区湘湖社区。

在小芽儿农场， 记者看到湘湖幼儿园

的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烧火蒸红

薯、 为蔬菜浇水、 拔萝卜叶喂小兔子

吃，孩子们兴奋的小脸涨得红扑扑的。

通过改造原闲置空间， 社区打造

了 2000 平方米的社区幼儿户外实践

基地，并在去年下半年进行升级改造。

湘湖幼儿园园长徐炜说：“孩子们特别

需要这样的与自然联结的空间， 可以

通过种植、科学探索、生活和游戏的方

式培养动手能力。 ”

在幼儿园对面， 是一个由原社区

办公楼改造而成的童乐中心，60 多岁

的吴海江正在二层的百姓健身房等他

的孙子。“小孙子每天都要来童乐中心

玩儿一会儿， 我等他时就在这健健

身。”吴海江口中的童乐中心配置托育

区、娱乐区等，解决了托育设施不足、

婴幼儿早教服务缺失的问题。

聚焦居民生活需求， 完整社区建

设缺什么补什么。 老人和儿童在社区

生活的时间最长，且步行能力有限，是

社区需要优先满足、充分保障的人群。

在杭州， 有数百个小区像湘湖社

区这样进行了完整社区改造， 完善了

“一老一小” 等服务设施，通过挖掘、

盘活利用存量空间来增建或扩建托育

中心、老年活动中心，设立智慧医疗服

务站，设立“长者食堂” 。

住房城乡建设部于 2023 年 7 月

会同国家发改委等 6 部门印发关于印

发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确

定了 106个试点。据了解，2024年我国

将继续建设一批完整社区， 重点补齐

“一老一小” 等设施短板，加强无障碍

的环境建设和适老化的改造， 打造一

批儿童友好的空间建设样板。

有效协调科学规划

提升便民惠民服务水平

完整社区建设需要多方统筹、科

学规划， 将服务和资源延伸到居民家

门口，推动单一社区向完整社区转变。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湿地公园社

区在建设完整社区的过程中， 因地制

宜将公园与社区打通， 盘活利用周边

已有的 15 公里健康步道、 图书馆、美

术馆、红色驿站等公用设施，一体化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

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街道乐山社

区结合城市体检，形成试点方案，充分

发挥社区规划师团队专业作用， 针对

街道景观提升制订街道设计通则、“一

幢一图”街面建筑导则等，明确片区整

体提升技术指引和施工蓝图。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的

星民社区、 七甲闸社区和水电社区是

相邻的三个社区， 总居住人口超过

20000人， 曾经面临环境秩序混乱、缺

乏公共配套等问题。

如何打破原有社区格局， 建设完

整社区？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党工

委书记周翔介绍， 当地街道将三个社

区合并为现在的缤纷社区， 在保留原

有社区建制的情况下， 通过建立联合

党委的方式，开展集中协调。

增补公共服务、加装电梯、开展社

区微空间改造……各地在完整社区建

设中，不仅提供更多设施和服务保障，

也结合城市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等工

作，使得社区环境大为改观。 据了解，

全国试点社区共计划新建 （改造）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老年服务站、社区食

堂、托儿所、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公

园等设施 1000余个。 2023年全国完整

社区建设试点已完成投资近 40 亿元，

其中引入社会资本 13.02亿元。

提升“造血” 能力 探

索可持续运营

完整社区不是简单的服务设施完

善， 更需考虑可持续性问题。 专家认

为，一些便民利民设施不能为建而建，

不能成为面子工程或应付差事工程。

这些设施有建设改造成本和运营成

本，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闲置或

歇业都会造成资源浪费。

一些城市在完整社区建设中积极

探索可持续运营机制、 多元化投入机

制。 在上海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的 380

弄社区，记者看到“临居里” 便民服务

车正在向居民免费发放“反诈”鸡蛋。

便民车工作人员介绍， 社区投资

一辆便民车需要约 5 万元。 便民车一

头收集居民修伞、磨刀、衣物缝补清洗

等“针头线脑” 需求，一头链接 20 家

企业为居民提供服务。 同时，会卖一些

产品， 做一些品牌宣传， 实现长期运

营。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园社区积

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

采取“政府 +企业 +国资公司” 模式，

引入社会资本投资主要用于建设社区

光伏节能设施，运营社区托育中心、养

老食堂、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超市、便

民服务网点等经营性公共服务场所。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

凯说，人民群众对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生活环境、 更优质的公共服

务、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充满期待。 各

地需不断因地制宜探索完整社区建设

方法、创新建设模式、完善建设标准，

以点带面提升完整社区覆盖率， 增进

民生福祉，切实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据新华社

补短板疏痛点

完整社区怎么建？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据国家医保局 4

日消息，2023 年初以来，针对少数企业部分药品

垄断控销、 虚增成本等问题， 国家医保局 2023

年全年累计约谈企业 23 家，涉及 30 个品种，约

谈药品平均降价超 40%。

通过持续强化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 国家

医保局综合运用监测预警、 函询约谈、 信用评

价、信息披露等手段，有效处置一批通过虚抬原

料药价格、倒逼制剂价格上涨等问题。

2023 年上半年， 有关部门发现上药第一生

化药业有限公司涉嫌与武汉汇海医药、 武汉科

德医药、 湖北民康制药等 3 家企业合谋虚增原

料药成本数百倍， 同时将药品注射用硫酸多黏

菌素 B 挂网价格虚抬至 2303 元 / 支以上，以高

于国外售价数十倍的不合理高价在国内销售，

在短短 5 年时间内实现年销售金额至 40 余亿

元，获取巨额不当利益。 接到相关部门移交问题

线索后， 为避免不合理高价持续损害患者合法

权益，国家医保局先后两次约谈上药第一生化，

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 B 挂网价格降低至 123 元

/ 支，按 2022 年用量测算，仅该药品预计每年可

减少用药费用超 38亿元。

国家医保局表示， 支持医药企业通过研发

创新、 开展一致性评价等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

高质量、有效率、可负担的医药产品，支持医药

企业通过公平合理的自主定价， 以补偿成本获

得回报， 同时也倡导医药企业诚信合法经营和

定价，实事求是反映生产成本、销售费用和企业

利润，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虚增成本费用、套现

“带金销售” 行为。

目前， 国家医保局正在积极推进有关部门

移交的部分药品耗材制造成本与售价差异大问

题的整改工作， 同时针对部分药品在不同省份

间存在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问题，组织开展

省际间价格协同规范治理， 促进区域间价格公

平诚信、透明均衡，推进建立医药领域全国统一

大市场，增进市场公平竞争。

国家医保局：

2023 年约谈药品

平均降价超40%

教育部：

寒假期间加强

艺考培训监管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记者 4 日从教育

部获悉，寒假是机构开展集中住宿艺考培训期，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做好 2024 年寒假

期间校外培训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

重点关注机构开展集中住宿培训的情况， 落实

好机构消防、安保、场地和条件配备等要求，及

时掌握辖区内学生参训情况，确保培训安全。

通知要求，要着重维护招生考试秩序，严查

培训机构聘用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在职教职工

及考试命题、评分（卷）的专家评委等参与艺考

培训，或与教师、评委等内外勾连、利益输送、干

扰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行为； 要严查严禁艺术

类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等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通知，各地要健全校外培训执法体系，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开展执法。 对违规培训多发

的商务楼宇、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进行排查，严

防严查隐匿在酒店、咖啡厅、居民楼等场所违规

开展学科类培训。 强化对重点机构和人员的管

理，用好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严厉打击以“家

政服务”“众筹私教”“游学研学”“冬令营” 等

名义进行变相违规培训。

通知指出，要加强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严

格落实预收费不超过 5000 元的上限要求，预收

费须全部进入本机构收费专用账户， 鼓励培训

机构采取先提供培训服务后收费方式运营。 加

大“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应用推广力度，通过

致家长的一封信、家长会等方式，引导家长选择

合规机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