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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健康
事业与国际社会和港澳台地区的合作
交流持续深化，深入参与全球卫生治
理，为增进世界人民健康福祉作出积
极贡献。9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
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
年”系列第17场新闻发布会，重点介
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卫生健康国际合作
交流工作进展与成效。

为促进全球健康贡
献中国方案

“十年间，我们积极参与卫生领域
国际组织和区域合作机制的工作，为
促进全球健康提供中国方案。”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港澳台办公室）
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何炤华介绍，我国

积极参与和主办部级及以上国际会
议，2016年成功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
举办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世
界卫生大会主推并通过儿童安全用
药、传统医药等多项决议，牵头举办卫
生体系、健康扶贫等多个主题边会；我
国目前有5支国际应急医疗队获得世
卫组织认证；成功通过世卫组织疟疾
消除认证，我国疟疾防控经验被纳入
世卫组织技术指南；我国传统医学也
被纳入最新《国际疾病分类》体系。

“近年来，金砖国家的卫生合作不
断拓展，覆盖了疾病防治、妇幼健康、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传统医药等众
多领域，金砖国家还携手共同应对疫
情等全球卫生安全问题，成果显著。”
何炤华强调，我国在今年担任金砖国
家的轮值主席国期间，积极推动金砖
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并于5月成功主办了第十二届金砖国
家卫生高官会和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
议，原则通过了《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

议宣言》。
“健康丝绸之路”是建设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国家卫生计
生委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
作三年实施方案（2015—2017）》于
2015年发布，为打造“健康丝绸之路”
指明了方向。何炤华介绍，在“健康丝
绸之路”建设中，我国努力维护全球卫
生安全，建立公共卫生合作网络、热带
医学联盟、包虫病防治联盟等，派遣公
共卫生专家赴西非，以及菲律宾、尼泊
尔等国开展疫情防控和自然灾害紧急
医学救援；积极对接各方卫生发展战
略，建立医学人才培养联盟、医院合作
联盟、卫生政策研究网络等；继续推动
卫生创新合作，结合我国重大新药创
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科技专项，
深化与相关国家科研机构在重大新药
创制和疾病防治等领域联合研究和技
术攻关；建立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联
盟，提高相关国家健康服务的可及性
和可负担性。

构建全方位、立体式
援外医疗工作格局

1963年，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
出第一支中国医疗队，开启了我国卫生
援外的序幕。60年来，我国向全球73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派出了医疗队队员
2.8万人次，诊治患者2.9亿人次，为维
护全球民众健康贡献中国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优化
援外医疗队管理，提升援外工作的能
力和效率，构建出了以医疗队为基础、
创新项目、短期义诊和能力建设等多
点开花的全方位、立体式工作格局。”
何炤华介绍，援外医疗工作包括：持续
提供医疗服务，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
家派出中国医疗队，服务受援国患者
达千万人次，开展近千次巡诊、义诊活
动，援外医疗队队员荣获中外方国家
级荣誉超过2000人次；推动中外医院

对口合作，目前已和41个国家46家
医院建立了对口合作的关系，支持心
脏、重症医学等重点专科中心建设；开
展短期义诊，在30多个国家开展白内
障复明义诊手术，在有关国家实施心
脏病义诊手术、唇腭裂修复手术等；拓
展公共卫生合作，从2014年起，援非
抗击埃博拉出血热，协助多国防控黄
热病、鼠疫、寨卡等疫情，还支持非洲
疾控中心建设，与坦桑尼亚、科摩罗
等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实施疟疾、血吸
虫病等公共卫生合作项目，开展抗疫
国际合作，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作出
贡献。 （下转第4版）

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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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9月9日召开电视电
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的重要指示，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
案，突出外防输入、人员有序流动、重
点场所的防控，立足于早、立足于防，
早发现、快处置、防外溢，牢牢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好“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主
持会议。

孙春兰指出，当前，受境外疫情高
位流行影响，我国多地发生聚集性疫
情，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尽快控制
住疫情。要突出抓好外防输入，严格
入境口岸、隔离点、定点医院人员的闭

环管理，严防交叉感染和疫情外溢。
要完善快速响应和处置机制，提高监
测预警灵敏性，细化应急响应预案，以
快制快扑灭疫情。要做好隔离点和方
舱医院等防控资源的储备，加强防控
政策的培训，提升基层防控能力。严
格落实流动人员和重点场所的防控措
施，统筹好高校疫情防控和学生生活
学习。要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坚
决整治“层层加码”“一刀切”，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孙春兰强调——

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世界患者安全日
聚焦用药安全

本报讯 （记者杨金伟）今年9月
17日是第四届世界患者安全日，主题
为“用药安全”。日前，国家卫生健康
委印发《关于组织做好2022年世界患
者安全日有关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
组织做好主题日有关活动，以提高医
疗机构用药安全管理水平，提升社会
公众对用药安全的重视，普及安全用
药知识，预防用药错误，减少用药相关
伤害。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告，第四届世
界患者安全日口号是“避免用药伤
害”。本次活动的主要目标包括：提高
全社会对用药错误导致伤害的重视程
度，普及用药安全知识，鼓励患者和家
属参与用药安全自我管理，采取有效
措施提升患者用药安全水平。

辽宁拟选树
“最美医务工作者”

本报讯 （记者阎红 邹欣芮）近
日，辽宁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
省卫生健康委决定在全省卫生健康系
统开展2022年辽宁“最美医务工作
者”选树和学习宣传活动。活动将选
树10名优秀医务工作者，推选范围
是该省卫生健康各条战线的医务工
作者。

该省要求，注重推荐在疫情防控、
医疗支援等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优
秀、业绩突出的医务工作者；注重推荐
扎根基层一线、甘当百姓健康“守门
人”的医务工作者；注重推荐技术精
湛、业务优秀，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勇
攀医学高峰的医务工作者；等等。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束苏雪 汪
玉茹 徐琪琪）近日，安徽省委宣传
部召开“安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深化改革专场。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安徽省基本建成“15分钟医
疗服务圈”，在全国率先启动县级和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健全完善公
立医院补偿机制，压实政府办医责
任，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改革任务顺

利完成。
发布会介绍，安徽首创县域医共

体“天长模式”，建设“两包三单六贯
通”路径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25个，
改革经验在29个省700多个县推广，

“五包十统一”的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改革模式在全省推广；实施乡村服务
能力提升“百千万”工程，常年保持
1100名城市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在乡

镇卫生院帮扶，每年轮训万余名乡村
医生；远程影像等医疗服务覆盖1330
家乡镇卫生院，为3万名基层医生配
备“智医助理”；147家中心卫生院达
到二级综合医院水平，33家县级医院
达到三级医院水平，全省县域内住
院率达85%，比10年前提高10个百
分点。

此外，安徽初步建成“大病重病在

本省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在市县解
决、头疼脑热等小病在乡镇村里解
决”的分级诊疗制度，省域内住院率
达到93.7%，基层诊疗量占比稳定在
60%；241家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
下的院长负责制，76家三级公立医
院建立总会计师制度，创新设立公立
医院编制周转池，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进一步健全；建立覆盖99%城乡居民
的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基本建立，“两票制”规范药品流通秩
序，121个中心药房保障乡村药品供
应，集中带量采购降低药品价格15%
以上；建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覆盖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综合监管
制度。

安徽基本建成“15分钟医疗服务圈”

本报讯 （通讯员陈熠楠 记者
郑纯胜）“根据现场核查结果和各市申
报材料，经综合认定，共有299个乡
镇、3647个村通过本次现场评估。”近
日，浙江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
室印发《关于省级健康村镇建设现场
评估情况的通报》，公布了2021年度
省级健康乡镇、健康村名单。

据了解，这是浙江省首次在全省

范围开展省级健康村镇建设现场评
估工作，目的是全面评估健康村镇建
设质量，挖掘特色亮点，分析薄弱环
节，总结有效模式。核查内容涵盖了
基本条件、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
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
推进健康治理六大方面，其中健康乡
镇核查指标 13项，健康村核查指标
11项。

浙江省爱卫办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按照打造卫生乡镇升级版的目标
定位，浙江大力推动健康村镇建设，在
试点建设的基础上，先后出台了实施
意见、建设标准、评分细则等，并开展
建设评价，做出了有益的探索。2019
年，浙江省将健康乡镇建设纳入健康
浙江考核指标体系中融合推进，省、
市、县三级同向努力，政府、部门、社

区、家庭、个人全面动员，进一步推动
各地建设工作开展。

浙江各地结合自身特色，开展了
生动实践。如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开
展“桶宝宝家庭”活动，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垃圾亭（桶）认领，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乐清市柳市镇聚焦“工业强镇”
特点，以健康企业推动健康乡镇发展，
通过与温州医科大学深度合作，建立
健全覆盖全镇的健康影响因素评价制
度；桐乡市乌镇积极依托互联网，推行
智慧养老、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将数
字化智慧理念全面融入健康乌镇建
设；温岭市箬横镇在进行镇村规划时，
融入健身场所、健康步道、健康小屋等
健康元素。

浙江开展健康村镇建设现场评估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防震减灾
演练进校园

近日，浙江省湖
州市德清县消防救援
大队联合洛舍镇中心
学校，开展应急避险
教育活动，通过讲解
防震减灾知识、应急
疏散演练等方式，强
化学生们的安全意
识，提高其自救自护
能力。

通讯员王正
本报记者郑纯胜

摄影报道

上合组织成员国
加强医药合作

本报讯 （记者吴倩）近日，由上
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上
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驻华使馆、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共同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医药合作发
展大会在京召开。本次大会以“推动
医药合作，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为
主题，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家首次在上
合组织框架下举办的医药领域合作
会议。

大会主办方在会上发布了《推动
建立上合组织框架下医药产业合作倡
议》，支持加强药品监管交流合作，积
极推动建立上合组织框架下更加高效
共赢的国际药品、医疗器械研发合作
模式，推动国际药品审批监管合作，以
重点产品、重点领域为突破口，实现监
管互认和市场共荣。

吉林评出30名
省名中医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萍）近日，
吉林省政府印发《关于授予王文义等
第四届吉林省名中医称号的决定》，褒
奖全省中医药系统优秀人才，激励广
大中医药工作者传承创新。这是吉
林省首次以政府名义授予省名中医
称号。

据了解，1995年至2014年，吉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
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评选表彰3
届115名省名中医。此次为第四届省
名中医评选，共有30人获评。

福建力争年内
公卫委员会全覆盖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静）福建省
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村（居）民委员会公共
卫生委员会建设的通知》。《通知》提
出，力争至2022年年底，实现公共卫
生委员会机制全覆盖、能力普遍提升、
作用有效发挥，初步建立起常态化管
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公共卫
生管理机制。

《通知》明确，公共卫生委员会由
3～7人组成，主任一般由村（居）委会
成员兼任，副主任可由村（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兼任。各地要建立
健全村（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卫
生委员会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协助做好
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
健康服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根据基层党委和政府统一调度做好应
急响应。公共卫生委员会在村（社区）
党组织统一领导和村（居）民委员会统
一管理下开展工作，基本职责是组织
村（居）民做好村（社区）环境卫生工
作，协助提供村（社区）公共卫生服务。

《通知》要求，加强对村（居）委会
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的经费支持，实
施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购买服务。

编 辑 李阳和

山西地毯式摸排
1157家养老机构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翔近日从山
西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该委以打击整
治养老机构违法办医为抓手，聚焦查
处“养老机构内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
无行医资质人员擅自开展诊疗活动”，
深入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成立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印发了工作方案，公布了线
索举报方式。山西省卫生健康系统分
层分类对各级养老机构进行地毯式摸
排，共检查1157家养老机构，共发现
问题63个，整治完成62个。

此外，山西省卫生健康委依托“山
西老龄”微信公众号，开设“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专题专栏，对专项行动以公
告、视频、海报等形式进行宣传。截至
目前，山西省卫生健康系统已召开新
闻发布会60余次，开展现场活动900
余次；组织以“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维护
老年健康权益——养老涉医防骗知识
交流”等为主题的在线直播课，增强老
年群体自我防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