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全国两会召开在
即。肩负着人民的期望与重
托，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
将共赴这场春天的盛会，共商
国是、共谋发展。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是全国两会不变的底色，
也是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
指向标。在 2025 年各地政府
工作报告中，卫生健康领域的
件件实事锚定人民健康所需。
各地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绘就
充满希望的健康蓝图。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3版——

写好民生答卷
绘就健康蓝图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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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爱耳日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吴倩

“医企健康下午茶”畅聊健康

“不知道健康副厂长是做什么的，
别影响咱们干活赚钱才好。”当初，听
说健康副厂长入职公司的消息后，东
莞市爱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如
此议论。

东莞市大朗镇洋乌社区卫生服务
站站长、副主任医师黎黎是被市里派
到爱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健康副厂
长，也是东莞市首批健康副厂长之
一。从2023年9月上任起，她就带领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同事全面接手该公
司160多名职工的健康管理工作。根
据《东莞市重点企业健康副厂长工作
方案》，黎黎要为企业提供健康讲座、
健康义诊、急救培训、职业健康管理、
传染病防控、基本保健服务、应急事件
处理、爱国卫生运动等8项服务。

黎黎目前担任4家企业的健康副

厂长。她告诉记者，上任前，她会将一
个问卷调查二维码发给企业相关负责
人，通过问卷调查摸清员工的健康情
况和实际需求，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
健康管理计划。

黎黎了解到，爱加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的员工平均三十五六岁，一半员
工在制造灯具的生产流水线上工作，
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并不多。在做
好职业病防治宣传的同时，更重要的
是监测每名员工的身体情况，以慢性
病管理为抓手做好全周期全方位的健
康管理。

起初，黎黎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
利。“一线员工大多是两点一线，除了
上班，就是回家睡觉，很少关注自己的
健康问题。”爱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行
政经理香良伟坦言，他是一名有着10
多年病史的糖尿病患者，深感慢性病
对于中年人甚至年轻人的身体损害
大，但是员工们往往更关注收入，不愿
在健康问题上花过多金钱和精力。

黎黎跟香良伟商量后，决定搞一
场“医企健康下午茶”。在公司办公区
四楼的休闲吧里，一张长桌上摆着各
式各样的水果茶点，五六十人围桌而
坐，吃着茶点畅所欲言。慢慢地，员工
们聊出了很多健康话题，黎黎也走进
了员工们的心。

如今，“医企健康下午茶”已成为
爱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每月的固定
活动。洋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
护士、药师组队前来，为员工们测量
血压、血糖，解答高血压、糖尿病、心
脑血管疾病等常见病的防治知识，带
着久坐的职工练起了颈椎操、手指舞、
太极拳。 （下转第2版）

健康副厂长上任后……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2月 2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2024年国务
院部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
国政协提案工作有关情况。国务院
新闻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邢慧娜介绍，2024 年，国务院各部
门共承办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8783件、政协提案4813件，分别占

建议、提案总数的95.1%、96.1%，均
已按时办结。各部门共采纳代表委
员意见建议5000余条，出台相关政
策措施2000余项，在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取得新成效。

代表委员非常关注就业、养老、
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财政部副

部长郭婷婷介绍，财政部积极回应
代表委员关切，加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2024 年，按照全国总体 3%的
比例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
平，将城乡居民全国基础养老金月
最低标准提高 20 元。城乡居民医
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达
到每人每年 670 元；职工医保和城
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

销比例分别稳定在 80%和 70%左
右。发展“家门口”的社区养老，符
合我国国情，也顺应老年人期盼。
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表示，2024
年，民政部共承办相关建议提案87
件，部分内容纳入《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
见》。目前，全国建成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 36.7 万个，在县区层面

建成示范性养老服务网络446个；累
计支持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36.6 万
张，提供助浴、助洁、助医、助行、助
急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67.5 万人
次；累计完成208万户特殊困难老年
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支持84万户社
会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积极发展
老年助餐服务，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
7.5万个。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2024年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办理情况

国务院各部门采纳意见建议5000余条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印发《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从推动服务供给提质
扩面、培育发展服务机构、统筹利用存
量资产、健全服务机构价格形成机制、
优化综合监管与服务、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等6个方面，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发展，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提出，在重点满足失
能、失智等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普惠养老服务内容、
供给范围。支持地方开展居家养老照
护能力培训，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不断
丰富内容、提升质量。积极推动人工
智能辅助诊疗、康复训练、健康监护等
设备在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应用。鼓
励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内设康复护
理、老年食堂、活动场地等设施向社区
开放，支持社区服务设施连锁化发展。

《若干措施》明确，以健康养老为
主业和具有康养业务板块的中央企
业、地方国有企业，要在品牌创建、服
务标准、设施运营、人员培养等方面发

挥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
资带动作用，加强普惠支持型养老机
构建设。公办养老机构在履行兜底保
障职能基础上，向社会开放空余床
位。推动民办养老机构、县级和乡镇
（街道）公办养老机构针对高龄、失能、
失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加快完
善相应设备设施建设。

《若干措施》提出，综合考虑服务
机构实际成本、政府补助、当地收入水
平、群众承受能力、市场供求状况、服
务机构性质等因素，健全完善普惠养
老服务机构价格形成机制。

多部门推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健全完善普惠养老服务机构价格形成机制

□首席记者 姚常房
特约记者 王珺

2025年3月3日是第26个全国
爱耳日，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健康
聆听 无碍沟通”。一直以来，我国积
极守护新生儿和老年人的听力健康。
近日，记者采访业内多位专家，了解我
国在提升全民听力健康、加强听力残
疾康复服务，以及推动相关科技创新

成果与先进技术示范应用等方面取得
的积极成效。

早筛查 早发现 早干预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
显示，老年性耳聋居我国听力残疾致
残原因的首位，占比达51.61%。“对于
各种原因引起的老年性耳聋，要及时甄
别、诊断和治疗。”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

喉科医院副院长舒易来教授说，他和团
队正在开展老年性耳聋机制研究，希
望让老年人的听力下降得更慢一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玉和指
出，老年人发生耳聋有隐匿性，老年听
力损失者除了存在听力问题外，还有
交流问题、心理问题等。对于老年性
耳聋，要早干预，从源头干预。

国家层面已经开始行动。为预防
和减缓老年听力损失的发生，2024年

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在全
国组织开展老年听力健康促进行动
（2024—2027年）。该行动设立了3
个目标：引导老年人增强听力健康意
识，养成科学用耳习惯，主动维护听力
健康；促进老年人听力损失早筛查、早
发现、早干预，减少或延缓老年听力损
失发生；提升老年听力损失防控水平
和老年听力健康服务能力。

“社区听力科普服务需要进一步
强化，专家要下沉到社区，不仅解决老

年人听力问题，也缓解其心理问题。”
刘玉和指出，目前听力科普作品内容
参差不齐，建议将听力科普宣传工作
任务落实到社区，以家庭为单位，覆盖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同时，刘玉和建议，进一步推进听
力学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培养，以及继
续教育和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和规范
培养；由三级医院牵头，各级医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专业人才梯队，
通过定期开办学习班、讲座交流等形
式，提高医生的诊疗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
界听力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
将有近25亿人面临不同程度的听力
问题，其中至少7亿人需要专业的耳
科和听力保健服务。这一数字不仅
揭示了听力损失的普遍性，也凸显了
守护听力健康的紧迫感。《报告》建
议，将耳科和听力保健纳入初级保健
服务。 （下转第2版）

呵护“一老一小”听力健康

母婴护理质量规范等
一批国标开始实施

本报讯 记者吴少杰近日从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获悉，从3月1
日起，母婴护理等领域的一批重要国
家标准开始实施。

其中，《家政服务 母婴护理服务
质量规范》明确了服务机构在培训体
系、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上岗资格确
认等方面的要求，对各等级服务员的
要求及服务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与
完善。《0～3岁婴幼儿居家照护服务
规范》提出了对家政服务机构和育婴
员的基本要求，规定了服务内容，为开
展婴幼儿居家照护提供具体指引。《老
年人交流辅助用图形符号 第 1 部
分：表示规则》规范了老年人交流辅
助用图形符号的设计程序、设计模板
和设计原则，有利于指导、促进和推
动我国老龄社会的服务能力建设。
《适老家具 通用技术要求》指导家具
企业设计生产更多符合老年人需求、
舒适安全的适老家具产品。

口腔类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整合为114项

本报讯 （记者吴少杰）近日，国
家医保局编制印发《口腔类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现行口
腔类价格项目整合为114项，包括口
腔综合、正畸、修复、牙体牙髓、口腔外
科、口腔黏膜6类价格项目。

国家医保局政策解读指出，价格
项目根据不同服务产出整合立项，不
与具体技术细节挂钩，涉及多种手术，
可按临床需求进行组合，按照不同手
术叠加收费。例如，“修复体固定修复
费”之前按诊疗操作步骤拆分立项，现
在按提供的诊疗服务产出整合立项，
将检查、设计、粘结、试戴、调合、咬合
关系重建等整合成一项；之前按不同
修复体类型立项，现在将冠、嵌体、桩
核根帽、桩冠修复等整合成一项，若有
新的修复技术可以直接兼容收费。

《指南》对复杂服务收费的界定更
加清晰。例如，“拔牙”以前按乳牙、前
牙、前磨牙、磨牙、智齿等不同牙位设
立项目，一个牙位一个价格。而实际
上，同一牙位因病情不同拔牙难度也
不同，价格上“一刀切”无法充分反映
复杂情形的临床价值。因此，《指南》
对于相同牙位的拔牙价格也按照技术
难度、劳动强度等设置复杂加收项价
格项目，明确复杂价格的适用情形。

根据《指南》要求，个性化耗材收
费回归产品属性“一口价”。医疗机构
自行设计制作或委托加工的口腔矫治
器、保持器、运动护齿等个性化产品，不
再按制作步骤拆分设立医疗服务价格，
而由医疗机构根据适当的成本回收率
自主确定价格，并计入产品“一口价”。

此外，《指南》对“牙齿内漂白费”
等以美容整形为主的项目给予提示，
供地方医保部门确定价格管理方式时
参考，支持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多样
化医疗服务，满足患者更高层次需求，
引导市场价格规范化。

“校园餐”专项整治
重点聚焦五个方面

本报讯 （记者段梦兰）近日，教
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
膳食经费管理现场推进会，总结中小
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成果成效，部署2025年

“校园餐”管理重点任务。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

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重点围绕以
下5个方面开展工作：夯实中小学校
主体责任，重点强化校长“第一责任
人”意识；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
贮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加强规范
化、精细化管理；强化督学监督，畅通
师生意见反映和投诉机制，推动中小
学校普遍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
强化家长监督作用；持续加大学校食
堂资金和设施设备投入，加强人员培
训，推进学校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完
善应急预案，强化风险动态感知，一旦
发生校园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提级管
理，高效稳妥处置，对相关人员严肃追
责问责。

从重点职业人群扩展到
全职业人群，从传统职业卫生
扩展到职业人群的全面健康，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近年来对
于职业健康的关注走向新阶
段。广东省东莞市自2023年
开始推行健康副厂长制度，这
一制度已成为当地提升中小
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能力的
有力抓手。

建议提案办理·改革回响

近日，福建省南
平市建阳第一医院组
织开展“热血送暖 为
生命接力”无偿献血
志愿活动。图为该院
医务人员在采血车上
献血。

特约记者郑艺姝
通讯员谢富珠

摄影报道

为爱齐挽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