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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③

本报讯 （记者赤列江才）今年是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近日，西藏自
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
会，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副主
任谭相东说，70年来，西藏卫生健康
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预
期寿命由 1951 年的 35.5 岁提高到
71.1岁；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从
1951年的5000/10万和430‰，下降

到48/10万和 7.6‰；有400多种“大
病”不出自治区、2000多种“中病”不
出地市、绝大多数“小病”在县城就可
以得到解决；多种传染病发病率和死
亡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70年来，西藏卫生健康事业得到
了蓬勃发展，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日益
健全。西藏自治区从没有一家现代医
院到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从缺医

少药到药械充足、设施齐全。全区医
疗卫生机构由和平解放初期的3个增
加到1661个，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从不足百人增加到2.2万多人。藏医
药事业不断传承创新发展，全区建成
6个地市级藏医医疗机构和36个独
立的县级藏医机构，藏医诊疗在乡镇
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覆盖率分别达
94.4%和 42.4%，藏医药专业技术人

员达到3700多人。
谭相东说，全国各地各方面的无

私支援是西藏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坚
强后盾。70年来，卫生援藏工作实现
跨越式发展，国家实行分省定区、包干
支援办法，有组织、大规模、成建制地
开展卫生援藏。特别是启动实施了医
疗卫生人才组团式援藏，7个对口支
援省市65家医院及国家卫生健康委

直属医院选派上千名骨干医生，帮扶
自治区“1+7”医院全部创成三级医
院，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谭相东说，“十四五”时期，西藏卫
生健康工作将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完善卫生健康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政策机制，奋力开创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00多种“大病”不出西藏可治疗

□本报评论员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这是“十四五”规划
所擘画的乡村振兴美好蓝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环境卫生治
理是重要议题。从健康的角度
而言，进行乡村环境卫生治理，
体现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健康工
作方针在基层的贯彻，也是农村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

“十三五”时期，我国开展的
新农村建设使得村村通公路，促
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脱贫攻
坚的全面胜利，使得5575万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经济发展
的同时，农村整体卫生状况有所

改善，但一些地方脏乱差的问题仍然
比较突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需在
农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环境卫
生整治力度，深入开展村庄清洁和绿
化行动，着力解决“垃圾围村”和乡村
黑臭水等突出环境问题。同时，要因
地制宜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让乡村成为健康、宜居、美丽家园，农
民才能“安其居，乐其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农业
现代化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生
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杀
虫剂、除草剂的滥用，企业污水和废
气的排放，造成土壤、河流、空气被严
重污染，进而威胁群众健康。解决这
些突出环境问题，必须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重点抓好空气、土壤、水污染的防

治。一方面，要下功夫整治农业面源
污染，包括积极探索有机种植，推进
绿色防控等。另一方面，要建立健
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风险评估
制度，严防将城镇垃圾、工业固体废
物、未经达标处理的城镇污水等向
农业农村转移。同时，要优化产业
结构、减少化工污染，从源头上为环
保减负。一些城市在进行产业调整
疏解时，也应城乡统筹考虑，预防以
牺 牲 局 部 、长 远 的 生 态 环 境 为 代
价。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需要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生态环境
等相关部门齐抓共管，也需要各级政
府、村级组织、农村居民等各方面共
建共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
的整洁美丽不只关乎当地百姓的健

康福祉，也催生着乡村旅游热，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圆梦，
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比如，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
八洞村，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生
态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吸
引众多游客慕名前往。追求农
村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良性
循环，应凝聚更广泛的共识。

如今，乡村振兴已经如火如
荼开展。我们相信，随着农村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系统推
进以及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在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将呈现
出 更 多 田 园 牧 歌 式 的 美 丽 画
卷。这，不仅将满足广大农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将激起无数
城市人对乡村之美的向往。

把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

□本报记者 高艳坤

数量众多的村卫生室、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在祖国大
江南北“次第破土、舒枝展叶”，逐步覆
盖全体居民，画出一个个便民利民的

“医疗卫生服务圈”。据统计，我国
89.9%的家庭目前 15分钟内就能够
到达最近的医疗点，缺医少药已成为
历史，广大百姓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和安全感。

基层卫生面貌有如此成就，是一
代代卫生健康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矢志奋斗的结果。1922年7月，中

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的党的纲领，其中第七项就明确提
出了保护劳动者健康及福利的要
求。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
调查》中指出：“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
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
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抗日战争时期，
伤寒、回归热等传染病流行，在陕甘
宁边区，政府应群众要求委托大众合
作社（当时商业销售机构）办理民办
公助的医疗机构，政府时常赠送药
材等。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接
手的是一个缺医少药、疫病流行，人民
卫生与健康状况危机重重的“烂摊

子”：人均寿命为35岁，几乎是世界各
国中最短的；全国卫生机构只有3670
个，卫生技术人员50.5万人，医院病
床8万张，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和
沿海地区；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除了
有一些散在的开业医生外，很少有医
疗机构。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
议召开，确立“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
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

“面向工农兵”，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及
机构成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指示，
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去。卫生系统和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

热烈响应。到1976年，全国实行合作
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的比例高达
93%，覆盖了全国农村人口的85%。
依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国大力培
养半医半农的卫生人员——赤脚医
生。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赤脚医
生人数有500多万。至此，全国合作
医疗、赤脚医生和县乡村三级医疗预
防保健网得以全面建立。1978年，世
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会
议以“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为
主题，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经验被写
入《阿拉木图宣言》，中国当时的卫生
保健体制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卫生事业

迎来新的发展。1990年，多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
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从而
使全国农村卫生工作步入了以实施初
级卫生保健为重点的轨道。截至
2000年，全国以县为单位，初级卫生
保 健 基 本 合 格 县 覆 盖 率 已 达 到
93.84%。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第
一个初级卫生保健十年规划目标。医
疗预防保健网覆盖广大农村。基层卫
生事业持续向前推进，2003年，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试点，逐步覆
盖全体居民，随后与城镇居民医保合
并成城乡居民医保，筑起了防止因病
致贫、返贫的坚固防线。

（下转第2版）

九成家庭15分钟内能到医疗点

生态治水
扮靓乡村

9月7日，浙江省湖州市
德清县新安镇百富兜村朱家
漾，河道保洁员正在人工生
态浮岛旁打捞水草。近年
来，新安镇在辖区河道中建
设人工生态浮岛，种植具有
净化水质能力的水生植物，
将河道打造成“水上花园”，
以达到净化水质、优化水环
境的目的，为乡村增美。

王树成摄

2020年度健康报社
驻地记者好新闻揭晓

本报讯 （记者严少卫）2020年
度健康报社驻地记者好新闻评选结果
日前揭晓。其中，《湖南江永181位村
医“稳住了”》《“救治危重症患者要像
绣花一样”》获得消息类一等奖；《张继
先：最早发现了这不一样的肺炎》《安
徽：“百医驻村”更“驻心”》获得通讯
类一等奖；《有序撤离》获得图片类一
等奖。（获奖名单详见今日第3版）

2020年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全力
以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尽锐出战打
好健康扶贫攻坚战，在统筹兼顾推进
卫生健康各方面工作取得了积极进
展。对此，健康报社全国驻地记者站
组织驻地记者深入一线，采写了大量
有高度、有深度、有锐度的新闻稿件，
为卫生健康行业的发展营造了积极良
好的舆论环境。

据了解，健康报社驻地记者好新
闻评选活动每年举办一次，自2010年
开始，到今年已进入第11年。

今年家庭健康活动
主题确定

本报讯 （记者王倩）日前，国家
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国家疾控局、中国计生协印发
《关于开展2021年度家庭健康主题推
进活动的通知》，将今年活动主题确定
为“舌尖健康 杜绝浪费 美丽庭院”，
要求各地重点围绕家庭健康知识、健
康家居环境、健康家庭生活方式等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通知》明确，今年家庭健康主题
推进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普及合理
膳食知识，倡导学习食物知识，提倡减
盐、减油、减糖，倡导广大家庭践行“食
品安全五要点”，鼓励家庭使用公勺公
筷，推广分餐制；倡导广大家庭日常生
活中落实“光盘行动”，号召广大家庭
培育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家教家风，
带动家庭成员树立节约为荣、浪费可
耻的观念；倡导广大家庭净化美化居
家环境，践行优生优育理念，引导孕产
妇、婴幼儿家庭主动不吸烟、早戒烟、
拒绝二手烟，带动全社会创建无烟家
庭，发挥少年儿童积极性，带动家庭落
实垃圾分类，倡导家庭使用环保用品，
居家生活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和塑料
产品等。

服贸会
公卫高峰论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崔芳 高艳坤
特约记者姚铁男）近日，由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
合作中心共同主办的2021服贸会公
共卫生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作为本届服贸会健康卫生专题
展的重点活动，论坛以“加强国际医
药科技创新合作，助力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建设”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外
卫生健康部门的政府官员、公卫领域
的知名专家学者、京内医疗机构负责
人、国内外产业代表等参会。与会者
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全球健康
创新趋势、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创
新解决方案、新冠疫苗研发使用情况
及策略成效等，展开了主题演讲及深
入交流。

本报讯 （记者崔芳）9月7日，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
接种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截至9月6日，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211308
万剂次，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109500
万，覆盖全国总人口的77.6%，完成全
程接种的有96972万人。其中，12~
17岁人员总体接种进展比较顺利，目
前已经接种16228万剂次。

发布会上，针对近期美国报告儿
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等现象，相
关专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据美国儿科学会公布的数据，从

8月5日到8月26日，美国有超过50
万名儿童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其中至少有超过20.3万名是在8
月 19日至 8月 26日这一周报告的。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分析，在新冠流行早期，儿童
的感染率比较低。目前随着新冠的全
球大流行，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的持续
传播，儿童的感染率在不断上升，主要
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德尔塔病毒株在
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了优势流行株，该
病毒株传染性非常强，在有传染源的
情况下会传播更多的易感者；二是因
为疫苗接种从老年人和重点人群开
始，儿童接种还没有正式列入日程或

接种较晚，所以现在有免疫力的儿童
占比较少；三是目前的防控措施有所
调整，包括非疫苗的防控措施有所放
松，导致了目前儿童感染率增加。

王华庆介绍，针对儿童现在感染
增加的情况，许多国家采取了疫苗接
种的措施。我国也把儿童和青少年疫
苗的接种列入了议事日程，正在分梯
次、有重点、科学地开展接种。目前我
国批准使用的疫苗有3种技术路线，
分别是打一针次的腺病毒载体疫苗、
2针次的灭活疫苗和打3针次的重组
蛋白疫苗。当前，国家批准3~17岁
人群紧急使用的疫苗仅有接种2针次
的灭活疫苗。

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种进展顺利

5条技术路线
新冠疫苗研发
临床试验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崔芳）9月7日，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
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展中心
主任郑忠伟表示，我国5条技术路线
的所有新冠病毒疫苗实现了临床试验
全覆盖。

郑忠伟介绍，疫情暴发之初，我国
就布局了5条技术路线，推进新冠病
毒的疫苗研发，包括了灭活疫苗、腺病
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流感
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主要的目
的就是要确保成功率。到目前为止，
5条技术路线的所有疫苗实现了临床
试验的全覆盖：灭活疫苗已经有3款
获得国家药监局附条件上市的批准，
有2款经国家药监局同意开展了紧急
使用。重组蛋白疫苗有1款已经国家
药监局同意开展了紧急使用，目前有
3款在开展Ⅲ期临床试验，有5款在开
展Ⅰ、Ⅱ期临床试验。腺病毒载体疫
苗有1款已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批准
附条件上市，还有3款正在开展Ⅰ、Ⅱ
期临床试验。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正在进行Ⅱ期临床试验，也已经开始
在准备境外的Ⅲ期临床试验。核酸疫
苗我国分别有1款mRNA疫苗、1款
DNA疫苗，近期都已经获得了国外Ⅲ
期临床试验的批件，预计近期就能在
境外开展Ⅲ期临床试验。

福建“三个一批”
壮大基层人才队伍

本报讯 （记者朱成玲）近日，福
建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福建省2021—
2023年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结合福建省各
地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需求，从招
聘、培养、培训等环节协同发力，于
2021—2023年实施“公开招聘一批”

“定向培养一批”“培训提升一批”等
“三个一批”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
设项目，充实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素质和服务能
力，努力实现小病不出乡。

根据《实施方案》，2021—2023
年预计为全省乡镇卫生院招聘本科、
大专层次医学毕业生2900名左右；预
计为全省乡镇卫生院和一体化村卫生
所定向培养1900名左右本土化高职
高专医学人才；计划培训4000名左右
在岗乡村医生，支持50岁以下在岗中
专及以下学历村医参加学历提升教
育，提升乡村医生执业能力和学历水
平。“三个一批”项目总投入资金约
22642.8万元，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
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