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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据新华社北京5月 23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23日到北京市调研指导疫情
防控工作，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对抗疫
一线广大医务人员和干部群众的问
候。她来到海淀区、东城区实地考察
发生聚集性疫情的五道口购物中心、
海淀街道友谊社区、东方新天地商业
区，了解重点场所疫情防控、社区封

控、风险人员流调排查和转运隔离等
情况，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座谈
会，研究加快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
实。她强调，各级党政干部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加
快流调、转运、隔离速度，刻不容缓、以
快制快，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当前，北京疫情总体可控但仍有

零星散发病例，防控工作还丝毫不能
松懈。孙春兰强调，要加强工作统筹
和区域协同，将工作力量和防疫资源
向疫情重点地区倾斜，刻不容缓加快
聚集性疫情处置。高校、商超等驻区
单位要压实“四方”责任，严格闭环管
理，查补防控短板漏洞，防止出现聚集

性疫情。高质量组织好核酸筛查，重
点地区要开展“敲门行动”，确保应检
尽检、不落一人，尽早发现阳性感染
者、阻断传播链。流调排查要更细致
深入，加强三公（工）协同，排查每条传
播链上的所有风险点位和人员，第一
时间管控到位。“三区”划分要更加科
学合理，从防控整体需要出发，确保风
险人群全部处在管控范围内。封控管

控区各项防控措施要严格落实，避免
封而不控、管而不严，同时保障好居民
基本生活和正常就医需求。实行居家
办公的区域要从严管控人员流动，避
免扎堆聚集。加强高校疫情防控工
作，做好师生生活保障和心理疏导，筑
牢校园疫情防线。加强疫情信息发布
和政策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用心
用情解决群众困难。

孙春兰在北京调研时强调——

加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高艳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卫生健
康行业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全
面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
有保障，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健
康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但脱
贫摘帽也是新征程的起点，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仍须久久为功、深耕细作。

当前，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
人员“空白点”已经全面消除，基本实
现农村群众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脱贫地区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实现
跨越式提升，城乡医疗服务能力差距
不断缩小。但仍要清醒地认识到，部
分脱贫户的脱贫基础还比较脆弱，防
止因病返贫致贫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偏远农村地区仍然是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的短板，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群众看
病就医的获得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脱贫地区县级医院人才、技术、资金等
资源支撑还不强，有些地方“带不走的
医疗队”尚未培养成熟。

面对防止因病返贫、建设健康乡
村的新任务，必须落实落细国家卫生
健康委会同国家乡村振兴局等 13 个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巩固拓展健康
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
意见》，以脱贫地区为重点，持续提高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各省份已经初步建立了防止因病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要继续将这
一机制完善好、利用好，密切监测因病
返贫致贫风险人群健康状况，及时发
现风险并落实救治和帮扶措施。要密
切关注贫困地区乡村医疗机构和人员
变化情况，继续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
划，推广“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等人
才招聘政策，通过提升待遇、拓展人才
发展空间等有力措施，持续增强乡村
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吸引力，夯实农村医
疗卫生服务发展基础。要继续开展三

级医院对口帮扶，深入实施“千县
工程”，在前期帮扶成效基础上，
持续提升贫困地区县级医院管理
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

同时，要加快推进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开展基层卫生健康
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乡村医生向
执业医师化发展，加快信息化和
远程医疗在农村地区的应用。推
动乡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
签、落实落地，加强癌症、心血管
疾病等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强
化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
健康管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形势下，还要加快推进乡村公共
卫生委员会建设，健全新冠肺炎
疫情社区防控体系，提升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和处置能
力，协助做好重点人群健康服务。

从脱贫走向振兴 须久久为功

□本报记者 高艳坤

5月 24 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在京召开“一切为了人民健
康——我们这十年”系列第四场
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健康扶贫工作成效以及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进展。一个个
真实的故事、一幅幅生动的照片、
一组组翔实的数据，展示了中国
大地摆脱疾病和贫困，走向乡村
振兴的十年之变。

1000 万户摆脱贫困，
2000万人“挺起脊梁”

脱贫攻坚之初，根据国务院扶贫
办建档立卡统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贫困户近1000万，占建档立卡贫困户
总数的42%。面对艰巨的扶贫任务
和贫困人口复杂的患病情况，如何做
到精准帮扶？国家卫生健康委乡村振
兴办主任、财务司司长何锦国回答了
现场记者的提问。

何锦国介绍，为了将帮扶措施落
实到人、精准到病，国家卫生健康委组
织动员全国80多万名基层卫生人员，
逐户、逐人、逐病全面摸清农村贫困人
口患病情况。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
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对每一名贫
困患者建立救治工作台账，实行精准
分类救治。截至2020年年底，累计救
治2000多万人，曾经被病魔困扰的家
庭挺起了脊梁。此外，对于“三区三州”
等重点地区的重点疾病，坚持预防为
主，“一地一策、一病一方”实施重大传
染病、地方病防治攻坚行动。凉山州

艾滋病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全国
包虫病流行得到基本控制，地方病总
体得到有效控制，长期影响人民群众健
康的重大疾病得到基本消除。

“通过全国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
统，我们做到了管理到病、管理到人，管
理到诊疗过程和整体费用变化。”中国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许颖介
绍，国家卫生健康委通过上述系统将动
态信息及时推送给从事健康扶贫的医
务工作者和基层工作人员，由他们对贫
困户和患病人口逐一跟踪，把政策落到
实处。梳理数据发现，截至目前，已经对

290万患大病的家庭进行了专项
救治，对1216万因患慢病致贫的
家庭开展了慢病管理。通过对农
村贫困家庭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
促进，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2017 年的 10.64%提高到 2020
年的20.02%。 （下转第4版）

携手共绘健康乡村美丽画卷

北京

招募核酸采样
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郭蕾 特约记者
姚秀军）5月 24日，在北京市召开的
第34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
员王小娥表示，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市
核酸检测采样能力，中华医学会北京
分会自5月24日起面向社会招募核
酸采样志愿者。

王小娥表示，核酸采样志愿者的
招募条件为：65岁以下的退休医务人
员，或零售药店执业药师、学校校医、
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生；年龄在60岁以
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有临床医学、
中医学、护理、药学、检验、预防医学、
医院管理、健康管理和生物医学等相
关专业学习或工作经历的人员优先，
年龄可适当放宽。有意向报名人员，
可通过“志愿北京”——北京市核酸采
样志愿者招募项目报名。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
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徐和建指出，
当前首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处
于胶着状态。要始终坚持严防死守，
按照“快、严、准、实”的要求，以更加坚
定果断的措施，防松劲、防死角、防反
弹，坚决打好疫情防控主动仗。外卖、
快递、维修、保洁、保安、餐饮等从业人
员流动性大、工作环境相对密闭，要加
密核酸筛查频次。要严格执行隔离人
员隔离政策，严格落实居家办公规范
管理要求。要加强疫情期间单位服务
保障人员防疫管理，严控人员流动聚
集，限制跨区域流动。

5 月 24 日，健康
快车上的医务人员在
给白内障患者做术后
检查。近日，“健康快
车——澳门光明号”
停靠在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焦作
车务段马村车站，随
车的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眼科专家团队将利
用 2 个月时间，为焦
作市 1000 名贫困白
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
明手术。

王中贺摄

江西县级
公办托育机构

要全覆盖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雅金）近
日，《江西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出台，要求“十
四五”期间，实现县级公办托育机构、
乡镇（街道）普惠托育中心全覆盖，每
千人口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扩
大学前教育资源，力争到2025年全省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以上。

《方案》要求，推进普惠托育服务
专项行动，对托育机构按照当地政府
普惠指导价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的，
依据实际收托数，按每人每月不低于
200元的标准给予保育费；鼓励有条
件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探索“医育结
合”模式，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
2～3岁幼儿等。鼓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各地根据养
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
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在公共
交通设施、大型公共场所普遍配备母
婴设施和母婴绿色通道等。

上海

明确个人防疫信息
核验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上海5月24日电 （记
者郭敬丹）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次会议24日表决通过《上海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促进和保障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
的决定》，即日起施行。根据决定，上
海运用治理数字化功能，在疫情防控
期间，实行个人疫情防控信息核验措
施（即“场所码”或“数字哨兵”等核验
措施），核验个人健康信息。

这部上海市治理数字化领域的综
合性决定共二十三条，主要内容包括
明确“一网统管”建设目标、运行体系，
数据赋能基层治理，发挥治理数字化
功能规范推进疫情防控相关应用场
景，加强“一网统管”建设保障等。

决定明确，出入公共场所、居民小
区等场所的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主动接
受个人疫情防控信息核验。相关场所
管理者、经营者应当按照要求开展个
人疫情防控信息核验工作，发现不符
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及时向政府有关
部门报告，并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进行
联动处置。信息核验中采集、处理个
人疫情防控信息应当遵守个人信息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集的个人
信息仅用于疫情防控需要，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泄露。

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场所管理
者、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履行个人疫情
防控信息核验责任的，由相关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理。
对不符合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要
求，拒不接受个人疫情防控信息核验
的人员，场所管理者或者经营者有权
拒绝其出入。

送光明

本报讯 （记者张磊）5月22日，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
开幕，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率
团出席，并围绕“以健康促和平，以和
平促健康”的一般性辩论主题发表视
频致辞。

马晓伟强调，中国结合本国国
情，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因时因
势调整防控诊疗方案，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中
国将继续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核心
作用，促进疫苗公平可及，愿与国际
社会团结合作，推动构建卫生健康共
同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各方
加大卫生投资，切实提高疫苗可及性，
尽早终结疫情，世卫组织愿同各方共
同努力，进一步改革完善全球卫生治
理体系。

会议将讨论总干事选举、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防范应对、疾病防控、世卫
组织规划预算等约50项议题。来自
世卫组织成员国、有关国际组织、非政
府组织的约2000名代表参会。本次
大会将于5月28日闭幕。

中国代表团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相
关司局及外交部、国家疾控局、常驻日
内瓦代表团等人员、有关专家及港澳
代表共同组成。

马晓伟视频出席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