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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24年10月29日上午10时在本
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1、茂名市电白区包茂大道南
66号中医院新院一 楼饭堂的三年租赁权，保证金5
万；2、茂名市电白区博物馆内“一馆一中心”咖啡厅
的二年租赁权，保证金5000元。具体详细资料向本
公司索取。

标的看样时间：2024年10月24—25日，报名时
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0月28日17时截止，有意竞买
者，请于报名截止日前交纳相应保证金（以到账为
准）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咨询电话：0668-3391766、18125030171,公司地
址：茂名市油城十路2号大院宏丰广场三楼27号。

广东源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徐鹏航）记者从国

家医保局了解到，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的专项飞行检查
发现，一些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外配医保药品
处方管理粗放，虚假处方、超量开药等现象屡有发生。国
家医保局16日印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规范医
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医保药品外配
处方管理。

根据通知，已上线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的统筹地区，
定点医疗机构应通过电子处方中心提供处方外配服
务。支持将电子处方打印成纸质处方，方便老年人等
有需求的参保人持纸质处方前往定点零售药店购药。
暂未上线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的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
构开具的纸质处方须经本院医保医师签名并加盖外配
处方专用章后有效。

通知明确，定点零售药店为参保人调剂外配处方
时，应认真检查处方的真实性、合法性、规范性，核准处方
用药信息、有效期等以及参保人信息，发现问题的可以拒

绝调剂，并及时向当地医保部门反映存疑外配处方线索。
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凭本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

构外配处方销售的药品，符合规定的可以纳入医保统
筹基金支付范围，暂不接受本统筹地区以外的医疗机
构外配处方。

通知要求，加快推进电子处方中心建设。自 2025
年1月1日起，配备“双通道”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均需
通过电子处方中心流转“双通道”药品处方，不再接受
纸质处方。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纸质处方使用时间的，
由统筹地区报省级医保部门同意，并向国家医保局备
案，延长时间不超过3个月。

通知提出，集中开展医保外配处方使用专项治
理。统筹地区医保部门要将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
零售药店外配处方情况纳入打击欺诈骗保相关行动，
2024年12月底前，针对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病保障、城乡
居民门诊“两病”用药机制开方药品，以及其他金额高、
费用大、欺诈骗保风险高的开方药品开展专门检查。

国家医保局发文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世界粮食日，就我国粮食
库存、应急保障、好粮好油、执法监管等公众关心的话
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鑫接受了新华社
记者专访。

口粮库存：满足全国1年以上口粮需求

问：目前粮食市场运行情况如何？
答：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

石”。对我国这样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建立一
定数量的储备粮，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守牢粮食安
全底线，确保经济社会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国内粮食市场
保持供应充足、运行平稳的良好态势。粮食总产量连
续9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品种
实现百分之百自给。粮食库存充裕，高于 17%-18%的
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小麦、稻谷库存量能够满足全国
人民1年以上口粮消费需求。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涵盖中
央储备、地方储备、社会储备的多层次、全方位粮食储
备体系。京津沪渝等36个大中城市主城区成品粮储备
保障能力在15天以上。

应急保障：形成安全可靠的应急体系

问：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情况如何？
答：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

发，暴雨洪涝灾害易发高发，对粮食应急保障提出了更
高要求。

我们持续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加强粮食应急
保障能力体系建设。

持续加强粮食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全国建立1200
多个国家级粮食市场信息监测点，建立库存、价格、销
售等粮油市场信息日监测日报告制度，完善监测预警
分析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

持续推进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国
家粮食应急预案》修订，指导地方加快粮食应急预案体
系建设。目前，省、市、县三级粮食应急预案实现全覆
盖，并按要求开展了粮食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

目前省、市、县三级粮食应急保障中心体系基本形
成，正在积极推进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全国
有粮食应急储运企业5100余家、应急加工企业6900余
家、应急配送中心3900余家、应急供应网点5.9万余个，
完全可以满足应急需要。

总体看，我国已基本建立涵盖储运、加工、配送、供
应等全链条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并经受住了疫情防
控、灾害应对等大战大考检验。

地头餐桌：防止“谷贱伤农”“米贵伤民”

问：粮食流通管理，如何“一手托两家”？
答：粮食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消费者。确保粮

价在合理区间运行，是国家粮食安全能力水平的重要
体现。

我们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激发市场
购销活力，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粮食价格
总体平稳，近三年粮食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稳定。

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难预料
因素交织叠加，引发全球粮食价格波动。2023年以来，
全球粮食供给呈供大于需态势，同时全球粮食供应链

预期趋稳，粮价明显回落。
这也给国内粮食市场带来传导效应，但影响有限，

国内粮价波动幅度远小于国际市场。这主要得益于我
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处于较高水平，市场调控“工具
箱”丰富。

我们将通过不断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充分发挥
粮食储备吞吐调节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稳价，防止“谷
贱伤农”“米贵伤民”。

秋粮收购旺季在即，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健
全完善有关机制，激发市场购销活力，加大粮食收储调
控力度，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

吃得健康：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问：如何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答：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就要把牢

粮食质量安全关。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风险监测、
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标准体系，我国粮食质量安全水平
显著提升。

健全制度体系。粮食安全保障法颁布实施、《粮食
流通管理条例》修订出台，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更加
完备。

加强质量监测。开展新收获粮食质量调查、品质
测报和安全监测，监测品种、范围、频次、数量逐年增
加。2023年采集检验样品8万份，获得数据100万个。

强化粮食检验监测体系建设，累计投入资金逾 80
亿元，全系统检验机构有 700多个，质量检验能力显著
提升。

严格出入库监管。加强粮食收购入库、储存和销

售出库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2023年采集检
验样品1万余份，获得数据10万余条。

强化标准。组织制修订小麦、大豆、高标准粮仓建
设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成了较为完善的粮食全
链条标准体系。

“铁拳行动”：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问：如何进一步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答：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是“国之大者”。近年

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全国粮食流通“亮剑”专项执法
行动、“严监管强执法重处罚行动年”活动。

今年初，启动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严厉打击
粮食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持续释放依法强化粮食监督
强烈信号。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创新方式手段、强化
严查快处，打好监管执法“组合拳”。

充分利用信息化监管手段，实现政策性粮食全链
条实时在线监管。建立跨部门联合检查制度，推进违
法线索互联、执法标准互通、处罚结果互认，探索开展
联合惩戒。

以“铁拳行动”为抓手，扎实做好粮油收购和政策
性粮食销售监督检查，畅通 12325热线投诉举报渠道，
保持执法办案高压态势不减。

综合运用视频抽查、交叉检查、信息化监管等手
段，提高库存监管穿透性、精准性和效能性，不断放大
中央储备粮库存动态监管系统监管效能。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守住管好“天下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新华社记者王立彬

10月13日，在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双河镇稻香村，村民驾驶农机进行卸粮作业（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张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