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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孙燕

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肿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通过现代

医学方法，观察研究中医中药在临床肿瘤学中的作用，应用现代

免疫学方法阐明了扶正中药促进细胞免疫功能恢复提升的作用，

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在肿瘤的综合治疗上突出中西医结合，重视

控制肿瘤和保护机体抗病能力，在多个癌种的治疗中取得进展。

黑龙江 新生儿出生
“一件事”系统上线

本报讯 （特约记者董宇翔 通
讯员刘彦龙）近日，黑龙江省新生儿出
生“一件事”系统在该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上线。该系统实现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等10
个关联事项集成办、网上办，全面提升
新生儿家庭办事的便捷度。

据了解，黑龙江省今年初确定13
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并要
求6月底前全部上线，其中，黑龙江省
卫生健康委负责牵头推进新生儿出生

“一件事”。经过紧锣密鼓地推进，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系统提前在黑龙江
省政务服务网、“全省事”App等上线。

该系统对事项进行优化、创新。
比如，将关联新生儿的高频事项生育
登记纳入主题事项内容，真正实现“一
类事一次办”；将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事
项分解为生育津贴支付、产前检查费
支付、生育医疗费用支付3个事项，按
照发生顺序优化办理流程。

山东 儿科常见病
诊疗不出县

本报讯 （特约记者郝金刚 记
者刘志勇）日前，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儿童健康
事业发展有关情况。据悉，近年来，山
东省持续优化儿科医疗资源配置，不
断扩充儿科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加强
儿科医师队伍建设，儿童医疗服务水
平显著提升。截至目前，全省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设有儿科床位4.3万张，
全部县医院、90%的县中医院、60%的
乡镇卫生院设置儿科，实现儿科常见
病诊疗不出县。

在优化儿科资源配置方面，山东
省规划设置儿科类别区域医疗中心3
个、重点专科25个、县域儿科临床重
点专科15个，儿童血液病等恶性肿瘤
医疗救治病种扩展到22个。山东省
发挥学科辐射引领作用，依托儿科专
科联盟，提高市、县两级医院儿科诊
疗的同质化水平，缩小地市间、医疗
机构间儿科医疗服务能力差距。山
东省采取业务院长下派、城乡对口帮
扶、“万名医护进乡村”等举措，提升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儿科、儿童
保健服务水平。山东省确定2个儿科
中医药服务新集群，涵盖10个市级成
员专科和30个县级成员专科，中医药
在儿童疾病诊疗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在壮大儿科医师队伍方面，山东
省组织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已累计培
训281人；组织“住培基地高校行”等
多种宣传活动，2021年至2023年儿
科专业在培专硕382名、非专硕270
名，有效扩充了儿科医师队伍，全省目
前共有儿科医师1.4万名。此外，山
东省出台鼓励和吸引儿科专业人员政
策，在卫生高级职称评价中对儿科专
业给予政策倾斜，在部分医院实施卫
生职称制度“双自主”改革，给予用人
单位评价和使用人才自主权，更好满
足儿童健康服务需求。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 特约记
者吴黎）6月12日，全国卫生健康系
统援青工作会议在青海省西宁市召
开。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李斌，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
军，青海省副省长何录春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充分肯定“十四五”以来卫生
健康援青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全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均衡布局、公共卫生服务提升、
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健康乡村建
设等各项工作，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健康保障。

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民委、农业农村部、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司
局、单位，对口援青省（市）卫生健康
委，青海有关部门和单位代表参加会
议。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以及青海
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海南藏
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代表作交流发言，
援受双方签订帮扶协议并对接工作。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援青工作会议召开

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健康保障

访谈人：外界和业内都公认您是
能够将中医治病的理念融入临床实践
的著名西医专家。能谈谈您与中医药
的渊源吗？

孙燕：我学的是西医，但我是在农

村长大的，从小生病就是吃些中药。
我相信，中医学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繁衍，总有存在的道理。

1956年毕业后，我在北京协和医
院工作期间，与中医专家有合作治疗

的经历。1959年，我调到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开创了肿瘤内科治疗
专业。当时由于药物匮乏，对中医治
疗的需求很迫切。1960年，我们与尚
在筹备中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肿瘤科合作，共同在肿瘤医院开设
中医门诊。1962年，我开始系统学习
中医，拜三代世医姚孝武先生为师。
姚老师叮嘱我把握好两点：第一个是
传承，第二个是创新，要让中医药为老
百姓的健康造福。

访谈人：作为肿瘤综合治疗模式
的开创者，您开启扶正中药的研究并
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这是怎样的一

个过程？
孙燕：恶性肿瘤是一类很古老的

疾病，但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罕
见病。近两百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逐
渐升高。到上世纪30年代，发达国家
才把肿瘤列入常见病。1959年，我国
临床肿瘤学界围绕学科发展模式进行
过一次重要的论证，结论是临床肿瘤诊
疗要向“多学科综合治疗”（MDT）方向
发展。在MDT中，无疑要发挥中医的
辨证论治、扶正祛邪指导思想。

在肿瘤治疗中，中医及中西医结合
治疗是我国的诊疗特色。中医治疗的
特色是长于调理，扶正、纠正肿瘤的发
生、发展过程，使人体恢复阴阳平衡，最

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获得远期疗
效。我们将中医的“扶正”方法，与西医
的“祛邪”方法相结合，“祛邪”和“扶正”
反复轮替，提高了很多常见肿瘤的总体
疗效。几十年过去了，多数人认为，“祛
邪扶正”模式是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融合中西医临床实践所开
创的治疗肿瘤的新模式。

在科研方面，我们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通过现代医学方法观察研究
中医中药在临床肿瘤学中的作用。我
们与北京市、上海市的两地同道开展
了多中心协作研究，进一步确定了扶
正中药具有提升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
能、减轻化放疗不良反应、改善一般情
况的效果。我还和美国同行开展了多
项试验研究，证实黄芪、芦笋、女贞子、
淫羊藿等多种传统中药有促进患者恢
复免疫功能的功效。研究结果在国内
外杂志发表以后受到广泛关注。此
后，国际肿瘤学界掀起了对中药治疗
癌症相关研究的热潮。

（下转第3版）

开放包容会使中医创新前进

本报讯 （记者杨世嘉）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
发《关于支持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十五项卫生健康措施
的通知》，从 4 个方面提出 15 项举
措，进一步加强闽台医疗卫生交流
合作，深化两岸卫生健康领域融合

发展。
《通知》明确，一是加大台湾卫

生人才吸引力度。鼓励支持符合条
件的台资医院申请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向在闽台湾医师开放国家
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
在闽台胞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可

自主选择符合条件的医院进行工作
实践；推动闽台双方中医“双向”师
承教育等。

二是完善在闽台胞卫生健康制度
保障。支持在闽常住台胞享受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推动持台胞证可实现网
上预约挂号服务等。

三是推动福建省重点区域率先突
破。支持在闽台资医院建设互联网医
院，支持台湾护理、药学等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来闽就业，支持福建建设闽台
中药材集散基地、筹建两岸中医药领
域专家智库等。

四是推动福建省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指导福建省有关地市
参与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
展示范项目和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
基地项目，落实委省合作协议，支
持指导福建省全省推广三明医改
经验，不断推动深化医改取得新成
效等。

十五项卫生健康措施
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本报评论员

6 月 14 日是世界献血者日。
2024 年恰逢世界献血者日 20 周
年。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
动口号是“在庆祝世界献血者日
二十周年之际：感谢您，献血者！”
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
的崇高行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里，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敬。

无偿献血已成为一项全民参
与的公益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自1998年施行至今25年
来，我国全面建立自愿无偿献血
制度，广大无偿献血者无私奉献、

踊跃捐献血液，无偿献血量和献血人
次持续增长。全国无偿献血人次从
1998 年 的 32.8 万 提 高 到 2022 年 的
1603.5万。2023年，无偿献血人次和总
量均再创历史新高，较2022年分别增长
5.9%和4.8%。目前，我国已实现临床用
血全部来自公民无偿捐献，这离不开千
千万万无偿献血者的奉献精神。

肯定和弘扬无偿献血者的奉献精
神，需要做好激励奖励工作。目前，国
家和地方均制定和实施了不少激励措
施。比如，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无
偿献血表彰奖励活动，许多省份推行
的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
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和免交公立医院
普通门诊诊察费“三免”政策等，发挥

了非常好的激励作用。
2023 年 1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央宣传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
知》，其中提出“因地制宜制定无偿献
血者优待政策，持之以恒做好无偿献
血者激励工作”。今后，应在更多层
面、更大范围积极探索完善无偿献血
者激励措施，扩大激励范围、增加激励
内容。如将无偿献血工作开展情况纳
入各地精神文明建设、卫生城市创建、
文明单位评比等考核内容；对无偿献
血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优先评优
评先等。

不断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和
荣誉感，需要落实落细激励政策。激

励政策不能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
是要落到实处、落到细处，让无偿献血
者切实享受到无偿献血政策带来的便
利。“感谢”不只是节日时的一声应景
式问候，而是在日常通过完善和落实
激励举措，让献血者感受到鼓舞和力
量。有的地方实现“血费减免一次都
不跑”，有的地方已全面推开“三免”政
策，有的地方抓实无偿献血者及其亲
属优先用血……这些做法有必要在更
广范围内加速推广并制度化。同时，
应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接诉即办，及
时解决无偿献血者关心的问题。

鼓励、引导更多社会公众积极参
与无偿献血，需要持续提升无偿献血
服务质量和宣传效果。新时代有新挑

战。人口老龄化、高龄高危产妇
增加、医疗服务量持续增长等都
对医疗临床用血需求和安全提出
了更高要求。血液供应的“紧平
衡”，呼唤更多健康适龄公民伸出
手臂。这一方面需要有更多可知
可感可获得的激励之举，让无偿
献血者享受到应有的权益，感受
到无偿献血的价值；另一方面，需
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引导、保障
和支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和爱
护无偿献血者的氛围。

奉献热血，照亮生命。大力
弘扬无私奉献和献血救人的人道
主义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
与者，也是受益者。

用实在举措增强无偿献血者获得感

6月是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
请扫码参与健康素养充电计划

河南启动第三批
中医药青苗人才项目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印发《河南省第三批中
医药青苗人才培养项目实施方案》，明
确遴选一批有丰富独到学术经验和技
术专长的中医药专家为指导老师，选配
具有相当专业理论和一定实践经验的
青年业务骨干为其继承人，采取师承
方式培养，造就一批继承创新型人才。

《实施方案》对遴选的中医、中药
类别指导老师和继承人应具备的条件
作出具体要求。其中，指导老师应具有
主任中医师、主任中药师职称，累计从事
中医药临床工作15年以上，能够保证每
周不少于1.5个工作日的带教时间。继
承人应与指导老师专业特点相近或适
宜交叉融合发挥临床优势。每名指导
老师配备3名继承人，其中至少1名继
承人来自县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

自2018年起，河南启动河南省中
医药青苗人才培养项目，前两批累计
遴选出指导老师311名、继承人933名。

防溺水安全教育
进校园

6 月 13 日，在湖南
省保靖县毛沟小学，民
警向学生们讲解防溺水
安全知识。天气逐渐炎
热，该县公安局组织民
警深入中小学学校开展
以“珍爱生命 预防溺
水”为主题的安全教育
活动，通过向学生传授
防溺水安全急救技能、
开展实例警示教育和现
场模拟急救等方式，提
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
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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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界献血者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