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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解读

编 辑 严少卫

□本报记者 崔芳

半夏沉香、细辛厚朴、苁蓉远志、
熟地当归……又到6月，又有一届中医
药学科毕业生玩起了专业文化梗，辞别
老师和校园。同时，又有一批准大学生
矢志岐黄、等待录取通知书。6月24
日，一场关于中医药人才工作的发布
会在京举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
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介绍
四部门刚刚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解读该
文件如何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成长点
亮航标，为中医药事业鼓帆破浪——

兼顾“顶天立地”

《意见》指出，人才是中医药发展
的第一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
药人才规模快速增长，结构布局逐步
优化，人才质量和使用效能显著增
强。但还存在着领军人才不足、基层
人才缺乏等问题。对此，《意见》着力
强化“顶天立地”的人才队伍建设，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高层次人才培养是中医药人才
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人事教育司司长卢国慧表示，《意见》
在“顶天”方面围绕吸引、集聚、激励人

才和加强平台建设等提出相关政策措
施，着力培养造就中医药领域战略科
学家，培育壮大领军人才队伍，促进拔
尖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意见》提出，在院士评选、国家重
大人才工程等高层次人才评选中，探
索中医药人才单列计划、单独评价；对
领军人才实行人才梯队配套、科研条
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等特殊政策；在
重点人才项目、重大科技立项等工程
计划中设立青年人才支持专项，扩大
支持规模，优化支持方式，加快中医药
高层次人才的成长、集聚。同时，支持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黄河
流域等中医药优势资源较为集中的区
域建设中医药高层次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打造中医药人才发展高地。
“同时，中医药的优势在基层，中

医药的声音在基层，老百姓希望在家
门口看上好中医。”卢国慧分析，因此，
《意见》在“立地”方面聚焦解决基层中
医药人才下不去、留不住、发展不好等
问题，通过扩大基层人才供给、推动人
才向基层流动、改善基层人才发展环
境等多项政策措施，着力培养造就一
批扎根基层的中医药人才。

“从2010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
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协同牵头组织
实施了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项
目，并持续扩大中医专业定向医学生
的招生规模。项目实施以来，共计为
中西部地区乡镇卫生院招收培养了

1.4万名中医专业本科医学生。”国家
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司副司长陈昕煜
表示，下一步，本科层次中医专业农村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规模将进一
步扩大。

注重适配对路

自古以来，中医药人才的培育都
强调“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缺一不
可。进入新时代，如何坚持遵循中医
药人才成长规律，建立完善符合中医
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避免削足适
履与西医学教育趋同化？《意见》重点
进行了解答。 （下转第2版）

许“第一资源”一个灿烂明天

□首席记者 叶龙杰

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
式解决办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是习近平总
书记念兹在兹的大事。2021年 3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三明市
沙县总医院考察时指出，人民健康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三明医
改体现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其经验
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借鉴。要继续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
疗资源，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
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

一年多来，三明市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敢为
人先的觉悟和担当，保持医改的热度
不减，着力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
坎上。

医改的路越走越好，
三明人都感受得到

医改给三明市带来了名气，也提
升了这个地区人民的精气神。

“通过积极治疗和健康干预，现在

我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好，每周还上12
节课。”近日，三明市沙县区金沙高级
中学数学教师翁华告诉记者，老百姓
在乎的不是三明医改的名气，而是三
明医改带来的幸福感，“医改的路越走
越好，三明人都感受得到”。

去年3月23日，正在福建省考察
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三明市沙
县总医院，实地了解医改惠民情况。
翁华在沙县总医院的门诊大厅，遇到
了总书记。总书记亲切询问了他的病
情，并嘱咐他注意健康、保重身体。

“总书记跟我交谈了三四分钟。”
翁华回忆，当时他向总书记汇报，

“2007年得了糖尿病，头几年治病开
药，每到年底医保个人账户就没钱了，
买药都得自己先掏钱。从2015年开
始，发现药品价格变得便宜，用医保个
人账户里的钱支付药费绰绰有余。”

三明医改给当地人带来了实惠，
也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命运。8年前，
沙县区夏茂镇坡后村村民姜发银患上
了尿毒症，到上海市治疗，花光了家里
的积蓄。病情稳定后，他回到家里，每
隔几天就要进行腹膜透析。常年的疾
病让他饱受痛楚，沉重的医疗负担更
是让家庭经济雪上加霜。

（下转第4版）

三明的觉悟和担当

本报讯 （记者王潇雨 谢文博
通讯员肖清心）6月 24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
巡视员雷正龙表示，各地要精准赋码，
不得“一刀切”“码上加码”；要严格健
康码的功能定位，不得擅自扩大应用
范围，绝不允许因疫情防控之外的因
素对群众进行健康码赋码变码。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表示，近一周，全国疫情形势持续向
好，但仍有新增本土病例报告，要以快
制快，以最小范围、最短时间、最低代
价控制住疫情。雷正龙强调，要科学

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不得随意将
限制出行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
到其他地区，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
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措施，不能随意
延长风险人员隔离和健康监测时间。

雷正龙通报了3起违反疫情防控
“九不准”案例：一是河北省保定市、邯
郸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等4个地市
存在过度防疫“一刀切”等情况；二是
青海省要求低风险地区返青人员提前
24小时填报信息，进青后进行落地核
酸检测，返回居住社区后，完成三天两
检、工作人员上门贴封条，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后方能出门；三是辽宁省朝
阳市、锦州市在高铁站对持有48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仍要求再做核酸
检测，并收取每人次19元的费用。以
上地区做法不符合国家疫情防控政策
要求，目前已要求其开展整改。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
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表示，暑期临
近，要确保符合条件的返乡学生免于
集中隔离观察，确保为确需隔离的返
乡学生免除集中隔离费用，不得限制
学生返乡。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韩
敬华表示，要保障货运车辆通行顺畅，
不得随意限制来自低风险地区的货车
通行，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
限制货车通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强调——

不得擅自扩大健康码应用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
维护人民健康，健康中国建设驶上快
车道，深化医改也进入深水区。通过
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改革，着力增强卫
生健康治理体系整体效能，优化医药
卫生资源配置，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
疗保障网络，患者就医负担逐步减轻，
人民健康状况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
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改善。

在此进程中，以福建省三明市为
代表，各地聚焦改革、推进改革，彰显
了改革的勇气和探索的精神，涌现出
了一批好经验和好做法，在破解药价
虚高、过度诊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
同时，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的转变，提升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

也要看到，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仍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
要让党和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还
有许多工作要做。三明市通过探索证

明，医改是个系统工程，要系统、协调、
综合地改，需要“十个手指弹钢琴”。三
明市也对外表示，三明医改虽然取得一
定成绩，但还有不少差距，有些工作举
措只适用于三明实际，全国各地有很多
好的经验做法值得三明市学习借鉴，

“全国学三明，三明更要学全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民生，民

生联系着 14 亿多人民。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改的重要指示
精神，就要坚定扛起“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大旗，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
家，着力探索更多具有首创性、突破
性、系统性的改革路径，一步一个脚
印，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
感、幸福感，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
贡献。

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

国务院成立领导小组——

打击危害药品安全
违法犯罪

本报讯 （记者吴倩）6月24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集中打
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集中打击整
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
组，并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加强
对药品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
调，深入开展集中打击整治危害药品
安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通知》明确，领导小组负责统筹
协调集中打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
犯罪工作，研究解决药品安全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部署推进重点工作；督促
检查药品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和重大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督办危害药品安全
违法犯罪重大案件处置工作；总结、推
广药品安全工作经验。领导小组由国
务委员王勇担任组长；国家药监局党
组书记、副局长李利，国家药监局局长
焦红等担任副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李斌，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颜清
辉，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徐景和等担任
小组成员。

《通知》明确，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
建立本地区集中打击整治危害药品安
全违法犯罪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本地打
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

国家医保局信息显示——

医疗费用跨省结算
实现“县县通”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近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全国医疗保障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公共服务信息
发布（第四十八期）》显示，2022年 5
月，在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
筹地区全覆盖的基础上，全国实现每个
县至少有1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直接
报销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

去年完成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37582万
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4 万
人。去年4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
合印发的文件明确，2022年年底前，
每个县至少有1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
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服务。根据国家医保局公
布的信息，这一目标已经提前实现。

据了解，截至2022年 5月底，全
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已联网定
点医疗机构 6.27 万家、定点零售药
店14.66万家。2022年 1月至 5月，
全 国 门 诊 费 用 跨 省 直 接 结 算
867.59 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21.20
亿元，基金支付 12.67 亿元，基金支
付比例为59.8%。

开栏的话：
一百多年来，党领导的

卫生健康事业逐步发展壮
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卫生健
康事业改革发展之路。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步履不停，多次深入基层
考察调研，赴深山、访老区、
进卫生室，关心人民群众

“就医难不难、吃药贵不
贵”，指引健康中国建设迈
上新台阶。

从今日开始，本报开辟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
组建报道团队重走总书记
走过的路，重温总书记作出
的重要指示，重访总书记看
望过的老乡，见证卫生健康
工作的勃勃生机。

6 月 24 日，北京三里屯附近的喷泉
边，小朋友们正在开心地玩水消暑。

本报记者张丹摄
消暑

□本报记者 杨金伟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标准不得规
范。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按照“最严谨的标准”要求，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体系日趋完善，逐渐覆盖从
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一项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如何制定，如何体现严谨？
记者从一根油条说起。

从监测评估到标准制定

一团面，一口锅，市井烟火简单又
令人回味的当数油条了。

将泡打粉和小苏打加入面粉中，
稍稍搅拌后加入食用油和水，揉成光
滑的面团，发酵一段时间后，切成一条
一条方块，两个长条方块“抱”在一起，
放入滚烫的油锅里。就看到未成形的
油条在众多油泡“簇拥”下，逐渐膨胀
变大，颜色由白色变成金黄色，在几轮
翻腾下，一根外酥里嫩油条炸好了。

油条之所以膨胀蓬松，是因面团
中加入了膨松剂。类似膨松剂的含铝
食品添加剂，常见的有硫酸铝钾（钾明
矾）、硫酸铝铵（铵明矾）、酸性磷酸铝
钠等，常用于油条、油饼、麻花、馒头等
食品的加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介绍，铝
是人体非必需微量元素，食品中使用
的含铝添加剂是人类膳食铝暴露的主
要来源。而铝摄入超标可对中枢神经
造成损害，会造成婴幼儿和儿童的神
经发育受损，影响儿童智力发育。鉴
于铝摄入过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2011年 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
会，依据 30毫克每日每公斤体重的

“未观察到铝不良作用剂量”，将铝的
每周暂定耐受摄入量（PTWI）修订为
每周每公斤体重2毫克，新的PTWI
适用于食品中所有含铝化合物，包括
含铝食品添加剂。“这相当于一个60
公斤重的成年人每周吃进去120毫克
铝，不会导致铝的蓄积并引起健康损

害。如果消费者吃进去的铝只是偶尔
超过这个量，并非持续超出该水平，也
不会影响健康。”陈君石说。

2011年，我国依据国际标准制定
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对食品铝残留量标准进行规
定，即每公斤食品中的铝残留量不得
超过100毫克。

彼时，我国食品中含铝添加剂不
规范使用现象严重。“破解膳食铝摄入
超标问题的关键，是解决超量使用含
铝添加剂问题。”陈君石说，统计显示，
控制含铝添加剂的使用，即可使全人
群膳食铝摄入量从 1.795 毫克/公斤
体重下降到0.796毫克/公斤体重。

因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
家委员会于2010年启动了中国居民
膳食铝暴露风险评估，对来自21个省
份 11类食品的铝含量进行了检测。
结果显示，我国人群中有32.5%的个
体膳食铝摄入量超过了国际标准，而
长期食用油条、馒头、面条的北方居民
中，有60.1%的个体铝摄入量超标。

（下转第4版）

一根油条的故事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