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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叶龙杰
发自日内瓦

在国际舞台自信展
示成绩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能
力建设”是本次世卫大会关注的重要
议题。各国代表好奇，有着14亿多人
口的中国如何解题？

在公开发言、会后交流场合，面对
频繁的提问，中国代表团成员、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
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非传染性疾
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将其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制定并全
面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治策略。中国
坚持预防为主、医防结合，推动构建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流程的慢性
病健康管理服务体系，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健康水平。

中国代表团在国际舞台自信展示
成绩，让各国代表进一步认识到：中国
在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糖尿病等多个领域实施专项行
动，形成多病共防、多病共管的慢性病
防治政策体系；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建设为抓手，加强地方政府对慢
性病防治工作的领导，推动多部门协
作，完善防控措施，全面提升防控成
效；不断完善慢性病与营养监测、肿瘤
随访登记、死因监测等慢性病相关监
测体系，全面监测国家重大慢性病发
病、患病、死亡状况和危险因素流行水
平及其变化趋势，为制定完善卫生健
康领域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在国家和
省、市、县层面全面实施重点癌症早诊
早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慢阻肺高危
筛查和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等重大
公共卫生项目，不断完善服务体系，重
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从 2015 年的
18.5%下降到2021年的15.3%，降幅
达17.3%。

“有条件的国家应积极开展针对
吸烟、酗酒、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运动4
项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的控制，以
及重大慢性病的二级、三级预防。这
些举措具有很好的成本效益，中国一
直支持和践行，并将继续作出更大努
力，也愿意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
有针对性的可借鉴方案。”郭燕红表

示，“赞同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开展非
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包括肥胖
防控、加强健康体重管理等相关工作，
也将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对各国非
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和效果的循证评
估及经验推广。”

基于经验提出创新
服务建议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是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健康目标的重要内
容，进入新世纪以来，促进全民健康
覆盖已经成为各国卫生改革的重要
目标。实践证明，全民健康覆盖对构
建社会安全网、提升社会公平性、促
进政治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初级卫生保健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进
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

中国代表团成员、国家卫生健康
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庄宁参与了全民
健康覆盖相关议题的讨论。“主要内容
涉及调整卫生系统方向，将初级卫生
保健作为全民健康覆盖的坚实基础，
以及筹备联合国大会全民健康覆盖高
级别会议。”庄宁表示，“中国政府坚持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大力
应用数字技术，健全投入机制，解
决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人民健康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卫生服
务可及性和卫生筹资可持续性明
显增强，在促进全民健康覆盖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这些成绩可以总结为：中国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90%的城乡居民15分
钟内能到达最近的医疗点；建成
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
本医疗保险筹资总额从2012年
的6938.7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
28732.0 亿元；不断加大卫生筹
资力度，全力推进实现全民健康
覆盖，政府卫生支出从2012年的
8432 亿 元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20676亿元，2022年1月—10月
政府卫生支出达到17538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6%；应用数
字技术，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可及
性，实现远程医疗覆盖所有贫困
县并且向乡镇卫生院延伸。

（下转第3版）

忙碌的“中国身影”受关注的中国方案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明雁 通
讯员严晓博）近期，北京协和医院党委
紧扣主题教育总要求，认真谋划，明确
目标任务、重点措施与有关要求，积极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该院党委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坚持落
实党委常委会第一议题制度，每周组
织一次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各党总
支、党支部制订理论学习计划，开展集
体学习、自主学习、联学联做、党性分
析研讨会、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活
动。医院还通过举办“弘扬中国青年
精神”主题文化活动、“5·12国际护士
节”系列活动等，鼓励青年党员、护士
党员自觉坚定青春信念。

围绕患者就医急难愁盼问题和
2023年医院职代会集中反映的问题，
该院制定“重点解决问题清单”，问题
涉及党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科
技创新转化、患者就医体验、离退休职
工就医、医院运营管理等方面；结合年
度重点工作，初步梳理出“推动发展项
目清单”，相关职能处室按照部门职
责，以课题小组形式展开调研，以周或
双周例会形式推动落实。同时，该院
坚持调、研、用并重，聚焦医疗卫生领
域重点任务，务实推进“协和-贵州”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把推动落实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作为检
验学习成效的具体举措。

在开展主题教育中，该院积极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具体问题。改善患者
就医条件，加快推进“一院多区全网
络”建设；启用员工“第三空间”，做好
爱心卡联系制度，进行职工医疗制度
改革，全方位关爱职工身心健康；开拓
人才引进格局，改革人才养募机制，做
好全员职业发展培训，建立健全人才
工作体系，以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为
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

北京协和医院：积极为
就医患者解急难愁盼

□首席记者叶龙杰
发自日内瓦

当地时间5月24日晚，第76
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中国与巴
基斯坦、肯尼亚、世界卫生组织在
瑞士日内瓦共同举办辅助技术相
关主题边会。中国代表团成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负责人在
会上参与交流讨论。

据介绍，2018年，第71届世
界卫生大会通过《增进获得辅助
技术》决议，敦促并指导各成员国
采取行动，提高辅助技术的质量
和可及性、可负担性。本次边会
在强调辅助技术重要意义的同
时，深入探讨辅助技术领域关键

问题，分享各国经验做法，推动《增进
获得辅助技术》决议的进一步落实。

中方代表在会上指出，全球有辅
助技术需求的人口超过10亿人，提供
公平可及的辅助技术，对于帮助他们
提高躯体功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中国作为《增进获得辅助技术》决
议的共提国，积极响应决议号召，采取
积极有效的措施提高辅助技术供应保
障水平。

中方代表介绍，中国将残疾人辅
助器具配备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
务清单，制定《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指
导目录》；开展基本服务现状和需求调
查，推进康复医疗机构建设发展，并与
辅助器具服务有效衔接；推进辅助器
具产业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和研发创

新；推动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补贴制
度，减轻费用负担。中国建成2000余
家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并配备
2400多辆流动服务车，自2018年以
来，为超过1200万名残疾人提供辅助
器具服务。

同时，中国积极主动承担国际义
务和责任，分享中国经验，以实际行
动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中国密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积
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重点辅助器具
清单》的研究制定，为世界卫生组织
辅助技术需求快速筛查和《全球辅助
技术报告》相关工作积极贡献力量；
举办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为辅助器
具跨境流通、服务理念交流等提供平
台；积极申请实施亚洲合作资金“爱
心助残惠澜湄：辅助器具服务能力提

升项目”等，拓宽辅助器具国家合作
交流圈。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
康复国际百年庆典的贺信中指出，中
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进国际
残疾人事业交流与合作，不断增进人
类健康福祉。中方代表强调，愿与世
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各国政
府、残疾人组织等密切协作，以加强辅
助技术领域国际合作为重点，改善全
球范围内辅助器具产品的供应。

边会上，巴基斯坦常驻日内瓦代
表团代理代表扎曼·迈赫迪大使，以
及肯尼亚、世界卫生组织有关部门负
责人，围绕进一步推动《增进获得辅
助技术》决议落实，提高辅助技术质
量和可及性、可负担性等主题分享了
经验，提出了建议。与会国家和世界

卫生组织代表对中方代表的发
言一致表示认可，对中国推进本
国和国际辅助技术发展所作出
的努力、取得的成效，以及在全
球卫生健康事务中发挥的积极
作用表示高度赞赏。

辅助技术主题边会促进全球合作

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开幕后，连日来，不同肤
色、不同体形、不同穿衣风
格的各国代表在瑞士日内
瓦万国宫穿梭，不认识不
要紧，一声招呼之后，健康
就成为彼此共同的话题。

在会场内外，中国代
表团成员经常邂逅各种迎
面而来的热情问候，回答
有关中国卫生健康工作的
提问并尽可能地进行详细
讲解。亲切的问候、自信
的笑容，以及彼此有力的
握手，成了万国宫内外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积极
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中国代表团带着
诚意而来，毫无保留地分
享自身的经验，并带来促
进全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
中国方案。

关注世界卫生大会

关注健康报官微
看世界卫生大会报道集纳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加强脑卒中防
治工作减少百万新发残疾工程专家
委员会的通知》。《通知》指出，为积
极发挥专家作用，进一步提高脑卒
中防治管理和科研水平，成立国家
卫生健康委加强脑卒中防治工作减
少百万新发残疾工程专家委员会。
2014年 6月 4日成立的脑卒中防治

工程专家组同时撤销。
《通知》明确，专家委员会的主

要职责包括：在国家卫生健康委领
导下，组织制修订脑卒中防治指
南、卒中中心建设管理和卒中急救
地图建设管理相关指南及规范等；
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学术交
流、技术推广和科普宣教；开展脑
卒中防治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和相关
工作情况评估指导；为各省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推进脑卒中防治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为全国脑卒中
防 治 管 理 工 作 提 出 专 家 意 见 建
议；承担国家卫生健康委交办的其
他任务。

《通知》明确，国家卫生健康委加
强脑卒中防治工作减少百万新发残
疾工程专家委员会成员任期为3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结合工作需要，适
时对专家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

百万减残工程专家委员会成立
主要职责是组织制修订脑卒中防治指南、卒中中心

建设管理和卒中急救地图建设管理相关指南及规范等

作为国内第一批赝复
师中的一员，史长根至今已
从业10 年，帮助4000多名
因外伤或疾病而受损的人士
修复容颜、恢复自信。

请看今日第4版“新闻

能见度”——

修补
“残缺人生”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雅 通讯
员陈艳丰）近日，福建省卫生健康委、
计生协联合厦门市政府，在厦门市海
沧区举办“普惠托育 福建在行动”暨
2023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福建省
启动仪式，大力宣传托育政策和育儿
知识。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小
舟表示，福建省将大力推进医育融合，
发挥卫生健康部门在促进婴幼儿膳食
营养和身体发育、疾病防控、保育照护
等方面的优势，为婴幼儿提供优质照

护服务。
张小舟说，近年来，福建省委、省

政府把发展普惠托育作为一项重要民
生工程来抓，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
支持，取得积极成效。全省现有提供
托育服务的机构3365家，可提供实际
托位约13.69万个，其中普惠性托位
3.3万个。福建省将坚持以需求和问
题为导向，重点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
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示
范机构。

福建大力推进医育融合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日
前，由四川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迈步
新征程 奋进健康路”医学人文巡讲活
动首站在成都市举行。

此次活动倡议，各地各单位和广
大医务工作者，要紧扣主题，以人文精

神引领提升临床水平；聚焦主业，以人
文精神改进医疗服务质量；强化主责，
以人文精神提升医院管理水平。

据了解，此次活动邀请到行业典
型人物、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媒体记者
等就医学人文内容进行演讲。接下
来，巡讲活动将在省内医学院校、委
（局）直属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泸州、
遂宁、广元等部分市（州）也将陆续开
展医学人文巡讲活动。

四川开启医学人文巡讲

争做
“禁烟小卫士”

5 月 25 日，河北
省沧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沧州市重庆
路小学联合开展“世
界无烟日”主题宣传
活动，通过开展禁烟
主题班会、手绘等，宣
传吸烟危害，引导学
生“拒吸第一支烟”，
争做“禁烟小卫士”。
该活动还通过发放

“给家长的话”，倡导
学生家长远离烟草，
为广大青少年营造无
烟、清洁、健康的成长
环境。

特约记者李更生
通讯员高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