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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起，山东第二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结果落地

5类耗材平均降价7成，单个产品最高降126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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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省医疗保障局、省卫生健
康委印发通知，明确了全省参加山东省第
二批(鲁晋冀豫联盟)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的公立医疗机构和医保定点社会办医
疗机构，自2022年5月30日起，执行相关医
用耗材集中采购中选结果，面向患者销售
中选产品。

这是我省首次牵头开展省际联盟高
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5类高值医
用耗材，平均降价70 . 79%，单个产品最高
降价12654元。覆盖山东、山西、河北、河南
共15亿元规模的医用耗材市场，将进一步
减轻四省患者就医负担。

5类高值医用耗材涉及血管介入治疗
类压力泵、血管介入治疗类可回收腔静脉
滤器、腹股沟疝补片、切口保护器及一次
性使用不可吸收高分子结扎夹(血管结扎
夹)等，涵盖外周血管、心内、普外等临床学

科，具有医疗需求大、患者负担重等特点。
分类别来看，血管介入治疗类压力

泵，13家拟中选企业平均降价66 . 62%；血
管介入治疗类可回收腔静脉滤器，9家拟中
选企业平均降价48 .26%；腹股沟疝补片，22
家拟中选企业平均降价67 . 42%；切口保护
器，10家拟中选企业平均降价92 . 75%；一次
性使用不可吸收高分子结扎夹(血管结扎
夹)，9家拟中选企业平均降价72.77%。

其中，降价金额最大的产品是一种腔
静脉滤器，由原来22954元降至10300元，单
个产品降价12654元。

按照要求，5月24日前，中选产品在山
东省药械集中采购平台完成挂网。5月27日
前，医疗机构、中选企业及中选企业选定
的配送企业三方，通过省药械集中采购平
台完成购销协议签订工作。采购周期为2
年，购销协议每年一签。

据了解，医疗机构要按照自主填报的
品种和需求，确保中选产品进入医院并按

约定采购量采购。超出协议采购量的部
分，中选企业仍需按中选价格进行供应，
直至采购周期届满。

协议采购量完成后，医疗机构应从临
床合理使用出发，优先采购质优价宜的中
选产品。参照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医保
资金结余留用有关做法，落实相关医用耗
材集采结余留用政策，经考核后按不高于
50%的比例由医疗机构结余留用，引导医
疗机构使用中选产品。

中选企业是供应配送的第一责任人，各
市医保部门要督导中选企业与配送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加强供需双方对接，密切监测
中选产品的采购、配送情况，保障临床使用。

济青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开通
山东省100个数字经济重大项目同时集中签约

大众日报记者
刘兵 李子路 房贤刚

5月19日上午，济南、青岛国家级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开通仪式暨山东省数字
经济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系列活动在山东大
厦金色大厅举行。省委书记李干杰出席活
动，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省委副书
记、省长周乃翔讲话。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是我国互联
网网络架构的顶层关键设施，是国家重要通
信枢纽。济南、青岛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
点建成开通，将极大提升网间通信速度和质
量，为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
发展奠定坚实的网络基础。我省成为全国唯
一一个拥有2个国家级直联点的“双枢纽”省
份。活动中，李干杰下达了互联网骨干直联
点开通指令。

肖亚庆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是网络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和国家
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十
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任务。济南、青
岛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开通，是
在全国首次实现一省双直联点布局，是我
国互联网架构进一步优化的重要标志。工
业和信息化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山东省全
面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济南市、青
岛市充分发挥骨干直联点的聚集辐射作
用，探索融合应用的好经验好做法，助力山
东新旧动能转换，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各互联单位要严格落实互联基础设施
的质量和安全管理要求，加强运行维护和
监测预警，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直联点
持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周乃翔指出，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抢抓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全面推
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
发展提速提效，数字政府建设纵深推进，数
字基础设施持续升级，数字社会构建全面
发力，数字生态不断优化，数字强省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我们一定用好济南、青岛国家
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开通重大机遇，
全面提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
发展、数字应用融合和数字技术创新，促
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山东将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希望各位企业家
把握山东数字强省建设机遇，更大力度
投资山东、融入山东，共同服务国家战
略、携手开创美好未来。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
立线上发布并解读了全国首个黄河流域数
字新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活动现场为浪潮
集团颁发了全省首张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
服务许可证，启动了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
心山东工业云专用确定性网络工程。

活动还举行了数字经济重大项目签约
活动，100个重大项目进行集中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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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数字新基建，山东又传“捷报”。继2月23
日，山东未来网络研究院、山东未来集团揭牌，发
布全球首张确定性网络成果后，不到3个月时间，5
月19日上午，济南、青岛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建成开通。山东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2个国家级
直联点的“双枢纽”省份。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是网络互联互通的关
键枢纽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数据快速增长，建设好、管理
好、利用好骨干直联点，关系到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
网络效率、产业布局及持续健康发展。

为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求，我国在不同地
区相继设立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随着济南、
青岛直联点同时建成开通，我国国家级骨干直联
点开通数量达到19家，进一步优化了网络架构，为
增强网络基础能力、激发新技术新应用、促进各行
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创造了良好环境。

加快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设，为何选
择在山东设立“双枢纽”？首先，山东地理位置优
越。山东地处北京和上海地理距离的中间位置，
东西贯通黄河流域广阔腹地，是我国东部连接
南北、贯通东西的重要枢纽地区之一。国家级互
联网骨干直联点选点济南、青岛，并与周边的北
京、上海、太原、郑州等骨干直联点相接，将提高
我国互联网网络效率。此外，济南、青岛地处山
东中部和东端，选择省内这两个点作为骨干直
联点，可形成地域互补。

山东有坚实基础和条件。近年来，山东抢抓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推进经济社
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将数字强省纳入“九个强省
突破”之一强力推进。全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又
将数字变革创新作为“十大创新”之一，作出专门
部署。围绕“建设泛在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山东
打造全国信息基础设施先行区，布局建设全国领
先的“网、云、端”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形成

“GTPE”(G级互联、T级出口、P级算力、E级存储)
发展格局，打造济南、青岛两个低时延数据中心核
心区。目前已建成开通11 . 8万个5G基站，物联网
终端接入流量全国第一。济南、青岛两市具备全国
范围网间通信流量疏通能力。

建成国字号数字基建“双枢纽”唯一省份，也
体现了山东作为经济大省、工业大省数字经济
发展的潜力和实力。建设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的重要目的是，改善网间安全性能和通信
质量，优化互联网产业布局，并为云计算、数据
中心等各种互联网业务应用的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引导吸引产业集聚，拉动信息消费，促进互
联网经济的繁荣。

近年来，山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力突破工
业互联网，正努力将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先发优
势”持续转化为“领跑优势”。山东将今年确定为数
字经济发展“重点突破年”，将数字变革创新、新一
代信息技术、数字赋能增效分别列入“十大创新”

“十强产业”“十大扩需求”行动计划，推动数字产业
集群发展。国家将更多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落
户山东，是山东服务国家大局的现实需要，也是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机
遇。 大众日报记者 刘兵 王鹤颖

血管介入治疗类压力泵

13家拟中选企业平均降价66 . 62%
血管介入治疗类可回收腔静脉滤器

9家拟中选企业平均降价48 . 26%
腹股沟疝补片

22家拟中选企业平均降价67 . 42%
切口保护器

10家拟中选企业平均降价92 . 75%
一次性使用不可吸收高分子结扎夹

(血管结扎夹)

9家拟中选企业平均降价72 . 77%

葛观察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被称为互联网“高速公路”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是国家重要通信枢
纽，被称为互联网“高速公路”。

◎主要用于汇聚和疏通区域乃至全国网间通信
流量，是我国互联网网间互联架构的顶层关键环节。

◎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广州、贵阳、成都、武汉、
西安等17个城市已建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加
上济南和青岛两地，全国建成的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增至19个。

◎2021年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同意在济南、
青岛设立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济南、青岛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申报工作，创
造了两项全国纪录：

一省同时成功获批两个直联点
从正式启动申报到获批同意，仅历时10天

◎骨干直联点增设，可降低跨区域间的流量绕转、
实现流量就地交换，开通后省际网间时延不超过30毫
秒，网间丢包率将控制在0 .01%以下，极大提升网间通信
速度和质量。

◎济南、青岛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使
我省跻身全国互联网顶层架构，改变以往山东网间流
量绕转外省的局面。

◎为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提供良好
的网络环境，有利于推动数据资源集聚，为数字经济发展
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是数字强省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开通数量达到19个

增设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对山东有何意义?

据据大大众众日日报报客客户户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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