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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最好的礼物①

敬告读者

根据出版计划，本报将于 2024
年 10月 1日至10月4日、10月 7日
共休刊5期，从10月8日（周二）起正
常出版。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记者 杨世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
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
委把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作为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之一，与相
关部门联合推进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
息互通共享三年攻坚行动，提出推进
检查检验结果互通共享、电子健康档
案规范查询、商业健康保险就医费用
一站式结算等目标任务。

攻坚行动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
展？如何推动全民健康信息化工作再
上新台阶？近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规划司召开的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息
互通共享三年攻坚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上，这些问题得到了一一回应。

榜单出炉
“医检互通”多点开花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全国共有2142家三级
公立医院、2898家二级公立医院开展
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调阅，分别在全
国三级、二级公立医院中占比达
65.0%、51.2%。

从区域看，全国有12个省（区、
市）基于其统筹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建成省（区、市）级“影像云”；12个
省（区、市）域内三级公立医院开展检
查检验结果跨 机构调阅比例 达
100%；17个省（区、市）域内二级公立
医院开展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调阅比
例超过50%，其中，上海、江苏、浙江
等9个省（区、市）达100%。上述新鲜
出炉的“榜单”，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重庆、甘肃、宁夏、新疆均名
列其中。

作为全国首个实现统筹区域内所
有公立医院数据集中汇聚和“一人一
档”的省级区域，重庆市立足归集健康
医疗数据，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
该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潘
建波介绍，该市在全国率先发布省级
《卫生健康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地方标
准，推进统一数据采集和数据回流区
县试点，实现了国家、市、区（县）、镇
（街）数据双循环。截至今年8月底，
全市累计汇聚249家医院、1200余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疾控机构的数据
信息350亿条，其中，医学影像数据为
3802万份，检验数据为1.57亿份。

“省卫生健康云影像平台已全面
建成，云临床检验平台于9月上线。”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省公立医疗机构实现了影像数据准
实时集中存储与调阅、检查结果共享
互认，全省已集中存储报告约1.2亿
份，居民查阅本人省内检查结果累计
约 682 万次，医生调阅影像数据约
1223万次。据测算，共享互认每年可
为医疗机构、患者和医保节约费用达
24.28亿元。

为破解“不能认、不愿认、不敢认”
难题，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建立了“浙医
互认”统一平台，制定了436项高频检
查检验项目的互认共享信息化标准，
统一患者信息主索引，实现了检查检
验结果跨医院、跨层级、跨区域的即时
调阅互认。目前，浙江省共有1881家
医疗机构接入“浙医互认”平台，互认
项目占高频检查检验项目的90%以
上，累计互认达4445万次，节省金额
超14.5亿元。

“推进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共
享，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以
基层为重点医疗资源延伸的重要支
撑，是激发医疗健康数据要素价值、赋
能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务必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全
力推进，务期必成。”国家卫生健康委
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全国

“医检互认”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
12个省（区、市）提前完成攻坚行动关

于检查检验结果互通共享的2024年
底目标。

云网赋能
“全民健康”百花齐放

让“盆景”连成“风景”，离不开卫
生健康信息传输网全景赋能。国家卫
生健康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以
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为骨干网络结构，
建立了卫生健康信息传输网。12个
省（区、市）提前实现了攻坚行动关于
建立传输网和医疗卫生机构规范接入
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2024年底
目标。 （下转第2版）

三年攻坚“互通共享”迈出新步伐

□本报评论员

“有了签约的家庭医生后，我
按照医生的指导定期体检，规律
服药……”在9月6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
市杨浦区殷行街道居民岑雪芳面
对记者提问，如是回答。

人口老龄化，带来医疗卫生服
务需求的增长。岑雪芳同许多老
人一样，身体出现了高血压、脂肪
肝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等
到出现症状了再到医院看病、住
院，还需要在家门口通过积极的干
预，实现有效预防、规范管理。

2016 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指出，要建立健全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让群众患
病后第一时间问诊自己的家庭
医生，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到
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合理就医
秩序。

为实现千家万户都有家庭医
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部门的推动下，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从各地试点起步，覆
盖范围逐步拓展，当前已经覆盖
全国所有县（市、区）。与此同时，
签约重点人群数量越来越多，服
务内容持续丰富，工作流程和保
障机制不断健全。家庭医生在签
约居民生活中确立了“稳稳的存
在感”，他们的工作渐成居民日常
生活的刚需。

这些刚需，有些是“家常菜”，
包括对签约居民落实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和其他公共卫生服
务、加强对慢性病的预防指导、推
进电子健康档案向签约居民个人
开放、提供优质健康教育服务等；
有些是“特色菜”，签约居民根据
自身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

以购买高血压、糖尿病、中医诊疗
等的特色服务包，享有约定的增
强服务；有些是“饭后甜点”，签约
居民主动参与自我健康管理情况
可以兑换为“健康积分”，进而通
过家庭医生把“健康积分”兑换相
应健康服务项目。

可以看到，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在朝着“从有到优”的方向升
级。居民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健
康需求，国家都尽力在制度安排
上予以满足。为了不让签约沦为
形式、履约走走过场，家庭医生的
工作需要接受定期考核，能够“摇
到”的医疗卫生资源也越来越多，
包括各级医疗机构的号源、转诊
绿色通道、专科医师等。

每一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落实，体现的是全科和专科医生
的协作、医疗工作和疾病预防工
作融合、基层首诊和上下联动的
协同，以此实现从“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把健康“守门人”制度建立起
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细化、具体
化。为此，国家明确从2022年开
始，各地在现有服务水平基础上，
全人群和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
率每年提升 1～3 个百分点；到
2035 年，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75%以上，基本实现家庭全覆盖，
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85%以上，满意度达到85%左右。

当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在
深入推进，尽力向每一个有需要的
家庭延伸。多少人，因为在外地工
作，担心家里老人身体，借由家庭
医生的帮助，免除了长途奔波回乡
的劳顿；又有多少人，深夜遭受病
痛折磨时，拿起手机给家庭医生打
电话，得到及时的帮助。

回应民生所需，家庭医生已
走进千家万户。

千家万户
有了家庭医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从今天
开始，本报开设“庆祝新中国成立75 周

年：最好的礼物”系列评论专栏，与读者共同探寻健康优先发
展战略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

国务院任命
沈洪兵、郭燕红（女）

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国
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沈洪兵、郭燕红（女）为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沈丹阳
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任命张勇为国
家移民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
境管理局）副局长；任命沈洪兵为国家
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任命栗国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任命杨勇
平为兰州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免去王贺胜、于学军的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黄守宏
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职务；免去李裕
禄的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免去王
贺胜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职
务；免去严纯华的兰州大学校长职务。

国庆佳节将至，游客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
前拍照打卡。 本报记者张丹摄

祝福祖国

婴儿死亡率降至4.5‰

2023年，新生儿死亡率、婴儿
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
为2.8‰、4.5‰和6.2‰，比1991年
分别下降30.3个、45.7个和54.8个
千分点。

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5.1/10万

2023年，全国共为828万名农村
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平均达96.9%；
孕产妇死亡率由1991年的 80.0/10
万降至2023年的15.1/10万。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新中
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
35.0岁，1996年达到70.8岁，2021
年达到78.2岁，2023年进一步提高
到78.6岁。

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

点，高度重视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群体的健康权益，大力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人民总体健康水平位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本报记者 郭蕾 刘嵌玥
吴倩

通讯员 霍彦杉

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
重举行。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
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
章。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

此前，习近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授予15人国家勋章、国家
荣誉称号。其中，著名医学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被授予“共

和国勋章”；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
院原副院长路生梅主任医师被授予

“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
电视屏幕外，卫生健康系统的广

大医务工作者纷纷观看颁授仪式直
播，学习王振义、路生梅同志的光荣事
迹，被他们不忘初心、爱党报国、敢为
人先、一心为民的高尚品格所鼓舞。

尽瘁科学勉后人

习近平指出，要锤炼强国之技。
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技能、练就真本领，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专一行，做到敬业勤业精
业，努力成为善于干事创业的岗位能

手、行家里手。
今年是王振义的期颐之年。多年

来，他成功实现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
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
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确立
了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
海方案”。他放弃申请药物专利，无私
公开治疗方案，使更多患者受益。

9月29日，瑞金医院党委书记瞿
介明和该院副院长、上海血液学研究
所所长赵维莅一早就来到王振义家
中，一同收看颁授仪式。

对于自己获得何种荣誉，王振义
并不过多关注，他更在乎的是血液病
领域的发展，是国家医学技术的进
步。“我们国家好在后继有人，培养了
很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今后怎么
做？就让年轻人去努力吧。”仪式结束

后，王振义感慨。
对于他的学生们来说，这项荣誉

却像一盏明灯，指引每个人都更加坚
定地砥砺前行。

瑞金医院无锡分院副院长李军民
一直延续着王老的研究方向。“以前，
王老带领我们探索难治白血病最佳治
疗方案；如今，我们依旧循着老师的目
标和期望去努力。在他的不断要求和
鞭策下，我们的研究致力于降低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死亡率。”李军
民说。

如今，已为人师的赵维莅也从王
老身上学到了育人的准则。她说：“所
谓学者无涯、学海无涯，就是要不断地
学习，不断地审视自己，从而不断地提
高自己。这些是我们作为学生作为老
师应该思考的。”

人民医生为人民

习近平指出，要胸怀强国之志。
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
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
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
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

80岁的路生梅是北京人，56年
前，她来到西北革命老区，许下“为佳
县人民服务50年”的承诺。56年来，
她推广新法接生、儿童计划免疫，大
幅降低当地婴儿死亡率；退休后，她
坚持在佳县人民医院和佳县中医院定
期义诊。

（下转第2版）

心有大我 筑梦医路
——王振义、路生梅同志事迹引发热烈反响

今年10月1日，是新中国75
周年华诞。这一天，一些医务工
作者也将迎来自己的生日。他们
将守护人民健康作为生日礼物，
献给伟大的祖国。图文及视频报
道见今日第4版——

我与新中国同一天生日

开栏的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