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妇幼健康职业技能
竞赛决赛成功举办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6 月
4—6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华全
国总工会联合组织的全国妇幼健康职
业技能竞赛决赛在京成功举办。国家
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局
党组书记、局长余艳红，全国总工会党
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蔡安辉
出席并讲话。各省（区、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国家卫生健
康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及相关单位代
表共400余人到现场观摩。

余艳红在讲话中指出，妇女儿童健
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此次竞赛既是
全国妇幼健康专业水平的大考验，也是
职业风貌的大展现，充分起到了以赛促
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的积极作用。
希望各地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培育
优秀人才、促进竞赛成果应用、持续用
好竞赛载体，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贡献妇幼健康力量。

经过前期层层选拔，32支省级代
表队共计128名选手进入全国决赛。
经综合笔试、知识竞答和操作技能竞
赛等环节的激烈角逐，最终评出个人
奖、单项奖、团体奖、优秀组织奖等。

决赛现场报道见今日第4版——

这不只是一场职业竞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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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钱 峰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
日发布《近视防治指南
（2024 年版）》。《指南》
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治的新技术和新措施，
指明新形势下近视防治
的科学路径。

相关评论见今日第2版——

近视防控，既要重防
也要重治

敬告读者

根据2024年出版计划，
本报将于 6月 10日休刊 1
期，从6月11日（周二）起正
常出版。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讯 （记者刘嵌玥）6月3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任
务》强调，要聚焦医保、医疗、医药协同
发展和治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任务》指出，2024年的重点工作
任务主要包括：

一是加强医改组织领导，推动地
方各级政府进一步落实全面深化医改
责任，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
题。探索建立医保、医疗、医药统一高效
的政策协同、信息联通、监管联动机制。

二是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因
地制宜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推进

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提质
扩面，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以及公立医院薪酬制
度改革。

三是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加强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有序推进国
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
建设，深化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改革，推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卫生健
康人才能力，开展优质高效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改革试点。

四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落实公立医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坚持公益性，扩大普惠性，提高可
及性。制定关于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优

化护理服务的指导性文件。制定关于
医院病房改造提升的指导性文件。制
定规范发展特需医疗服务的政策。

五是促进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健全基本医保筹资和待遇调整机
制，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制定村卫
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的政策。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

六是深化药品领域改革创新，包
括完善药品使用和管理，深化药品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药品供应保障
机制。

七是统筹推进其他重点改革，包
括推进数字化赋能医改、深入推进“一
老一小”相关改革、扎实做好全国医药
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今年深化医改重点工作任务发布

□本报记者 崔芳

有“不平衡”，就有“不间断”

在发布会上，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主任李长宁介绍，我国从2012年开始
每年组织开展全国健康素养监测。监
测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在稳步提升，已经由2012年的
8.80%上升到 2023 年的 29.70%，接
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
的“到2030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到30%”的目标。但同时，我国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
中仍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从城乡分布
来看，2023年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为33.25%，农村居民为26.23%。从
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居民健康素
养 水 平 为 33.30% ，中 部 地 区 为
28.85%，西部地区为24.44%。

“健康素养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行
动起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从今年6
月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
药局、国家疾控局开展“全民健康素养

提升三年行动”。
“这个行动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

可以概括为‘四个不断’。”米锋介绍，
一是不断增加优质健康科普产品供
给，二是不断净化健康科普信息传播环
境，三是不断加强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建
设，四是不断动员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参
与。“从今年开始，每年6月将集中开展
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主题宣传活动，来推
动提升素养，收获健康。”米锋说。

2023年，在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达到29.70%的同时，上海市的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46%。在发
布会上，作为“模范生”的上海带来了

不少经验。“我们归纳了一下，有三个
方面。”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陆韬
宏介绍：一是坚持制度保障。上海市
连续实施六轮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和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针
对健康影响主要因素，开展跨部门合
作。二是注重社会共治，把健康上海
建设情况纳入政府年度考核内容。三
是发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作用。

陆韬宏还表示，在提升居民健康
素养的过程中，上海更加注重发挥信
息化等科技创新手段的作用，依托信
息化技术打造平急结合的健康科普传
播创新模式，让市民有了更多健康获
得感。

（下转第4版）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推进健康素养提升——

每一个挑战都是前行的航标

本报讯 （记者崔芳）6月6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
控局联合发布《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
年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
三年行动期间要实现全国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持续提升，2024—2027年平均
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左右；中国公民中
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提升。

《方案》指出，三年行动以宣传推
广《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
与技能》为主线，推动健康教育进社
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

引导公众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的生活方式，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更好地重视健
康、维护健康、享受健康。

三年行动的主要目标包括：优质
健康科普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健康科
普服务的覆盖面、触达率和有效性进
一步提升；健康科普信息传播环境更
加清朗，权威健康科普作品全方位、多
渠道推送，虚假错误信息得到坚决遏
制；健康教育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医疗
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投身健康教

育的专业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增
强；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参与更加广泛，
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参与健康教育的
机会和平台进一步拓展；全国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2024—2027
年平均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左右，中
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
提升。

为促进上述目标顺利实现，《方
案》明确了主要措施。一是加大优质
健康科普产品供给。发布一批优质健
康科普作品，出版一套健康科普系列

丛书，办好一场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
征集大赛，推出一系列中医药科普活
动和产品，打造一批疾控科普传播品
牌和精品活动。二是规范健康科普
信息发布与传播。落实一个健康科
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推广一个健
康科普小程序。三是加强健康教育
人才队伍建设。建强一个健康科普
专家库，用好一个健康教育绩效考核机
制。四是加强社会倡导动员。建设一
批健康县区，打造一批健康促进医院，
发起一个健康素养宣传月，组织一系

列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一场“我家的健
康故事”征文活动，举办一期健康知识
网络竞赛。

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开启

扫码看《方案》全文

扫码看新闻发布会实录

专家提示——

中高考学生尽量保持
平日饮食习惯

本报讯 （记者崔芳）高考中考将
至，广大考生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
么？在6月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协和医院临床
营养科主任于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尽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
不乱补、不贪凉尤为重要。

于康指出，夏季高温多雨、空气潮
湿，食物相对容易腐败变质，是食源性
疾病易发和高发的季节。高考和中考
将至，学校、家长和考生都应更加注意
做好考生的饮食营养保障。首先，考
生的饮食习惯如进餐规律、食物种类
和食物数量等，都要与平时保持基本
一致，不要盲目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
敏或是过去有过过敏情况的食物要特
别注意避免。其次，食物要烧透煮熟，
最好是现制现吃。不要贪吃太凉的、
对胃肠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在食用
时令瓜果前要充分浸泡、洗净并尽可
能去皮。

此外，于康还提醒，考生要注意
个人卫生，保持跟平时一致的作息
规律，避免熬夜，保持情绪稳定，从
容应考。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 通
讯员薛平世 唐艳丽）今年6月6日
是第29个全国“爱眼日”。当日，以

“关注普遍的眼健康”为主题的全国宣
传教育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场活
动。主场活动期间，当地标志性建筑

“广州塔”展示“爱眼日”宣传口号，呼
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眼健康。

“适合我国国情的眼病防治工作
模式基本形成。我国主要致盲性眼病
得到有效控制，消除致盲性沙眼这一
公共卫生问题，盲的年龄标化患病率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随着《“十四五”
全国眼健康规划（2021—2025年）》
的实施，我国眼健康服务向高质量发
展不断迈进。调查显示，我国眼科医
师约有5.3万人，专职验光师约有1.1
万人，10 年来分别增长 46.4%和
179.3%。同时，医务人员以“一老一
小”为重点，参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
眼健康科普宣传。然而，我国仍是盲
和视觉损伤患者最多的国家之一。眼
科优质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分布

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与人民群众
眼健康需求之间仍有不小差距。

现场解读最新发布的《近视防治
指南（2024年版）》时，全国防盲技术
指导组组长王宁利教授介绍，自2018
年开始，在多方协同发力下，我国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上升趋势被遏止，
呈下降趋势。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对降低近视的发病率和减少高度近视
的发生有着重要作用。

活动现场视频连线部分省份防盲
办代表单位及援疆援藏医生代表，展

现各地爱眼护眼活动情况；发布《写给
全家的护眼书》；开展爱眼主题户外跑
步活动、爱眼护眼义诊咨询等活动。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宣传教育周
为6月2日—6月7日。这期间，全国
范围内广泛开展系列宣传、眼科义诊、
眼健康科普等工作，大力倡导眼病的
早防、早筛、早诊、早治。主场活动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会同全国防盲
技术指导组指导，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和广东省防盲技术指导组主办，中山
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承办。

全国“爱眼日”宣传主场活动举行

北京从三方面加快
医药健康协同创新

本报讯 （记者郭蕾 特约记者
姚秀军）6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行《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
协 同 创 新 行 动 计 划（2024—2026
年）》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党委委员、副主任李昂表示，未来3
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将从进一步提
升临床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产业服
务水平、推动研究型医院高水平发展
三方面落实《行动计划》。

李昂介绍，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将
推进实施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以国
家医学中心、研究型病房为核心，以临
床需求为导向，组建临床研究联合体，
进一步提升医疗机构源头的创新能
力；优化临床试验机构启动临床试验
项目的流程，实现立项审查、伦理审
查、合同审查同步开展，力争将临床试
验启动用时压缩至25周以内；鼓励社
会资本投资建设研究型医院，支持其
与京内医疗机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等举措。

据悉，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自
2014年启动以来，已优化494项诊断
方法、877项治疗措施，制定或更新诊
疗指南57部，申请专利600余项。北
京市分3批建设30个研究型病房，研
究型病房总床位达5500余张，确保了
临床试验床位资源的有效供给。

李昂表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将
推动建立医疗机构药事会规范化流
程，取消医疗机构药品数量限制，将国
谈药使用情况纳入本市公立医疗机构
绩效考核；推进《中关村创新医疗器械
产品目录》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目录产品进医院，实施创新药械“随批
随进”等。

中医药文化
进校园

6月5日，安徽省
太和县中医院开展端
午节中医药文化进校
园活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向学生
传递中医药知识，激
发孩子们对中医药文
化的兴趣，增强他们
的文化自信。

通讯员陈亚洲
特约记者李莉

摄影报道

6月6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在京召开主题为“持
续提升健康素养、着力增
进全民健康”的新闻发布
会。来自不同岗位的卫生
健康工作者坦诚交流，并
提出以直面挑战为契机，
进一步完善提升全民健康
素养的应对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