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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蔡良全）日
前，《广东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印发。根据《规划》，到2025
年，广东人均预期寿命将超过79岁，
每千人口3岁及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将
达5.5个，每千人口拥有公共卫生人
员数要在2020年0.69人的基础上增
长30%。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朱宏介绍，“十四五”期间广东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的总目标是，到 2025
年，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发展的重点任务有5个
方面，包括：大力巩固“顶天立地”医疗
卫生大格局，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加快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深入推进健康广东建设，健全完善健
康优先发展保障体系。

在大力巩固“顶天立地”医疗卫生
大格局方面，广东力争到2025年打造
3个以上国家医学中心、15个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3个国家级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建设5个左右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遴选630个左右省级临床重点

专科，创建若干个多学科协作诊治中
心，打造30个专科类市级区域医疗中
心；重点实施强基层新三年工程、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程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提质增效工程。在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大力培养引
进卫生健康战略科学家的同时，广东
将通过全面实行执业医师服务基层制
度、医疗卫生人才组团式紧密型帮扶
制度、百名首席专家服务47家卫生院
制度，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

在加快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方面，广东将加快建设现代化疾控体
系，提高卫生应急能力和重大疫情救
治能力。重点推动“1+6+N”工程建
设：“1”是指推进省级高水平疾控中
心建设，争创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

“6”是指将广州、深圳、珠海、汕头、韶
关、湛江6个重要口岸城市、省域副中
心城市和陆路门户的疾控中心，建设
成加强型生物安全二级防护水平实验
室；“N”是指分层分级提升市县疾控
中心核心能力，将一批粤东粤西粤北

市级疾控中心建成省公共检测实验
室，鼓励有条件的市建设公共卫生重
点实验室。同时，广东将发挥县域传
染病救治的网底作用，持续推进77家
公立医院可转化传染病病区建设。

在健全完善健康优先发展保障体
系方面，广东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
升科技创新和生物安全能力，发展数
字健康，推进健康湾区建设与国际合
作，加强卫生健康法治建设，加大卫生
健康事业投入，全面构建广东省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体系。

广东卫生健康事业再起航
到2025年，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第二轮“双一流”
高校名单公布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
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

梳理发现，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新增山西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湘潭大学、华南农业大
学、广州医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
海科技大学7所大学，共计147所大
学。147所大学中，与医药相关的大
学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学、生物医
学工程、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药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
中西医结合、中药学）等重点院校。

《通知》要求，各单位要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双一流”建设培
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
世界一流的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不断提高建设水平，更好地为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为建设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
力支撑。

据了解，“双一流”即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根据教育部、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此前印发的《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
办法（暂行）》，到2030年，我国将有更
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
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健言

得益于慎终如始的防疫措施
和严丝合缝的闭环管理，北京冬
奥会如约而至。全链条精准防
控，也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
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新的一
年，卫生健康工作要继续坚持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
重，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卫生健

康各项工作。
疫情防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当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
中向好，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已进入第三个年
头，要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松劲心态，清醒地认识疫情防控
就是“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提高
政治站位，绝不能让来之不易的防控
成果前功尽弃。

从 2021 年 8 月起，我国进入全链

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要立
足抓早、抓小、抓基础，充分利用疫情
发现后黄金24小时处置时间，进一步
发挥流调和监督队伍作用，用 1 个潜
伏期左右时间控制住疫情传播。“抓
早”在于不断缩短疫情发现的时间，这
需要进一步完善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
制；“抓小”在于不断提高疫情处置的
效率，这需要第一时间调集核酸检测、
流调、监督、社区防控、医疗救治和院
感防控的最强之力，快速开展核酸筛

查，加快推进流调转运隔离，聚焦重点
地区和重点环节提级管理；“抓基础”
在于不断加固外防输入的防线，做足
疫情处置准备。

黑龙江省绥芬河输入性疫情防
控，为口岸防控积累初步经验；山东省
青岛市疫情防控，发现了新冠病毒经
由物品途径传播的科学证据；河北省
石家庄市疫情防控，带动了农村等基
层地区防控能力的提升；广东省广州
市首战“德尔塔”病毒，为防控工作进

一步提速探索了经验；上海市疫
情处置抓住第一个黄金24小时，
创造了精准防控的新模式。这些
经验措施都是在科学指引下不断
摸索和总结而来的。下一步工作
中，无论是对国际疫情变化趋势
的研判，还是对病毒变异的监测，
无论是新型药物的研发引进，还
是疫苗的研发接种，无论是完善
基础能力建设，还是防控策略调
整，都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并一以贯之。

党的二十大今年召开，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事关党和国家
工作全局。卫生健康系统要始
终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牢
牢抓住疫情防控的主动权，全
力以赴做好常态化防控和疫苗
接种工作，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

全链条精准防控为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崔芳 于梦非）2
月15日，2022北京新闻中心召开生
态文明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北京市
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于建华在会上介绍，北京多年来
持续一体推进绿色发展与绿色办奥，
2021年大气中细颗粒物（PM2.5）浓
度为33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首次
全面达标。

于建华介绍，北京从1998年起开
始大规模治理大气污染。2001年申
办第29届奥运会时，北京提出了“绿
色奥运”理念，2008年成功举办绿色
奥运盛会，2009年又转化为“绿色北
京”战略并一直实施。

“今天的北京，蓝天白云成为常
态。”于建华说，2021年北京大气中
PM2.5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空气
质量首次全面达标；优良天数增加到
288天，占全年的78.9%。

据悉，为改善空气质量，北京坚持
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发展资源消耗少、
环境污染小的“高精尖”产业；聚焦能
源、建筑、交通等领域推进碳减排。
20多年来，北京围绕改善空气质量累
计实施300多项措施，充分运用行政、
经济、法律等手段来防治大气污染，发
布修订了41项大气污染防治类地方
标准；累计出台清洁能源改造等70余
项经济政策，逐步建立起地方环境政

策体系；开展了多轮 PM2.5 来源解
析，精准溯源，找准治理目标，制定精
准治理措施；建立了覆盖“天空地”的
高密度监测体系，不断用新技术提高
治理水平。

多措并举下，北京大气主要污染
物浓度持续下降。2021 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和臭氧（O3）浓度首
次同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各项大气
污染物实现协同改善，空气质量创历
史最优。

“这次的冬奥会，既让大家感受到
了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欣赏了大自
然的生态之美，也为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留下宝贵遗产。”于建华说。

绿色办奥促大气环境持续改善
2021年北京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

新春向前进③

猜灯谜
学健康

2 月 14 日，重庆市
璧山区人民医院举办

“猜灯谜 学健康”元宵
节主题活动，志愿者把
健康知识、科普妙招编
成灯谜，在传统佳节之
际与患者一同猜灯谜、
吃元宵、学健康，感受浓
浓的年味。

通讯员徐樱月
特约记者胡悦建

摄影报道

四川保障
口岸公共卫生安全

本报讯 （记者喻文苏）近日，成
都海关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签署加强
口岸公共卫生合作备忘录，旨在进一
步筑牢口岸检疫防线，保障四川口岸
公共卫生安全。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同建
立境外输入性传染病信息快速传递通
道，健全公共卫生关注事件信息交换
机制，加强境外输入性传染病信息共
享；统筹规划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建立高风险人员协查移交机制，联合
组建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
组，强化境外输入性传染病应急处置
协作；建设涵盖公共卫生、生物技术、
微生物等领域的进出境特殊物品风险
评估专家库，加强进境高风险特殊物
品信息通报，提升进出境特殊物品生
物安全风险防控合力。

此外，双方将联合开展口岸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实战演练，
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处置
能力。

甘肃重新确认
省级卫生城市

本报讯 （记者王耀 林丽）近
日，甘肃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
发《关于重新确认省级卫生城市（县
城）名单的决定》。甘肃省爱卫办经综
合评审，决定重新确认平凉市、陇南
市为省级卫生城市；重新确认榆中
县、金塔县、瓜州县、肃北县、山丹县、
会宁县、静宁县、正宁县、陇西县、宕
昌县、康县、西和县、礼县为省级卫生
县城。

根据《甘肃省卫生城市评审与监
督管理办法》《甘肃省卫生县城评审与
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甘肃省爱卫办组
织专家对进入复审程序的省级卫生城
市（县城）进行了复审。复审结果表
明，各地高度重视巩固省级城市（县
城）工作，持续推进卫生创建工作全面
深入开展，整体卫生水平达到省级卫
生城市（县城）标准和要求。甘肃省爱
卫办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城市卫生长效
管理机制，着力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
突出问题，切实把卫生城市（县城）创
建成果巩固好、发展好，全面提升爱国
卫生工作整体水平。

□本报记者 郭蕾

近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
2022 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到，2022
年，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重点解决
青少年、育龄人群及其他特定人群生
殖健康的突出问题，开展未婚人群人
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
外怀孕和人工流产，提高群众生殖健
康水平。

事实上，这并非中国计生协第一
次对生殖健康工作进行部署。记者注
意到，2021年1月，该协会发布的《中
国计划生育协会2021年工作要点》

中，同样提出要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
动，重点解决青少年、育龄人群及其他
特定人群生殖健康的突出问题。

那么，为什么要关注青少年人工
流产问题？如何正确开展宣教工作？
对此，记者专访了中国计生协相关负
责人。

年轻、未婚、未育流
产女性占比升高

近年来，我国人工流产数量居高
不下，成为影响群众生殖健康的主要
问题之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年）》
显示，2019年中国人工流产人数达
976.2万，较2018年增加了2.2万，同
比增长0.23%。此外，《中国实用妇科
与产科杂志》2021年刊发的文章也指
出，近5年来，我国每年人工流产的总
数一直徘徊在950万左右。

“多项调查显示，人工流产的女性
中，年轻、未婚、未育女性占比不断升
高，多次流产和年龄在20岁以内的高
危人工流产占比显著增加。每年24
岁以下未婚青少年人工流产数占我国
人工流产总数的40%以上，其中19%
的未婚青少年有多次人工流产经历。”
中国计生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未婚青

少年具有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家庭支
持度较低等特点，非意愿妊娠和人工
流产对其生理、心理、社会生活造成的
影响更为深远。

让青少年遇性问题
时不再迷茫

开展宣传教育，提供生殖健康咨
询服务，是中国计生协的重要职责。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计生协
就将促进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

（下转第4版）

青少年生殖健康不“流”失

首个出生“一件事”
省级地方标准发布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近日，浙
江省地方标准《出生“一件事”联办服
务规范》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全国首
个出生“一件事”省级地方标准，也是
浙江省公共服务领域部门联办“一件
事”首个省级地方标准。

浙江是出生“一件事”改革发源
地，自2019年在全国率先启动这项改
革以来，服务不断迭代升级，全面推广

“掌上申请、刷脸认证、一网通办”，实
现电子证照即时推送、纸质证件快递
送达、全程联办一次不跑，已累计服务
70余万个新生儿家庭。这一改革做
法先后入选2020年国务院“放管服”
改革100例典型经验、国家卫生健康
委全民健康信息化应用发展100个典
型案例。2021年6月，《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将出生“一件事”
纳入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举措在
全国推广。

该标准提炼总结了浙江改革做
法经验，从“术语定义、基本要求、服
务事项、服务提供、服务改进”等方面
规范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明确线
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规范卫健、公
安、医保、人社等部门办理流程，并通
过“好差评”等机制保障群众服务体
验，让群众获取服务有据可依、部门
操作办事有规可循，进而为浙江省率
先探索出生“一件事”跨省通办奠定
制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