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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

□本报记者 高艳坤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
一年。下一步如何深入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3月8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
动中，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对此作了
详细解答。

韩俊介绍，过渡期以来，相关部门
每年都对因疾病、残疾、就业不稳等情
况导致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开展监测，及时掌握
农户情况，一旦发现返贫致贫风险，第

一时间采取精准帮扶措施。自2021年
以来，共有261.1万户被纳入监测范围。

“脱贫攻坚期的相关帮扶政策总
体保持稳定，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
房安全和饮水安全方面的成果，得到
了切实巩固。”韩俊说，“返贫致贫风险
始终存在。接下来，将进一步提高监
测帮扶效能，发现一个、帮扶一个、化
解一个，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
贫。还要继续做好东西部协作、定点
帮扶和消费帮扶等工作。”

韩俊指出，下一步，将瞄准农民需
求，聚焦乡村道路、供水、人居环境、教
育、医疗、养老服务等重点民生关切做
实事。持续加大相关领域投入力度，

全力补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
不断缩小城乡差距。通过提升农村基
础设施的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
以及人居环境的舒适度，让广大农民
切实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

“乡村是否振兴不仅取决于农民
的腰包是否鼓，还要看乡风是否好。”
韩俊表示，目前，天价彩礼“娶不起”、
人情来往“还不起”、豪华丧葬“死不
起”，以及孝道式微、农村老人老无所
养等现象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
在。接下来，还将继续推进乡村文明
建设，推动乡村移风易俗，提升农民的
精神风貌，持之以恒抓出成效，让农民
有获得感。

聚焦民生关切推进乡村振兴

中医药走出去
“凭的是实力”

□本报记者 孙韧

3月7日，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
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
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
苑医院原副院长徐凤芹表示：“中医药
走出去凭的是实力，靠的是疗效。”

徐凤芹说，中医药不仅要“走出
去”，更要靠自身的特色优势“留得
住”，还要靠扎扎实实的疗效“叫得
响”，真正成为搭建中外民心相通之桥
的重要法宝。

徐凤芹回忆说，2022年，她带领
首支国家援柬中医抗疫医疗队，赴柬
埔寨提供中医药抗疫和特色诊疗服
务。医疗队在中国援建的考斯玛中柬
友谊医院创立中医门诊，让柬埔寨民
众了解中医、尝试中医、爱上中医。

一名在无声的世界里生活了20
年的柬埔寨女孩，在医疗队的帮助下，
逐渐恢复了听力，重新喊出“妈妈”；一
名因为摔倒需靠轮椅出行的患者，在
医疗队用中医手法治疗后，逐渐康复。

“医疗队在柬一年，服务民众3.4
万人次，复诊率高达67%。”徐凤芹
说，中国医生在柬埔寨民众中很有口
碑，这推动促成了中国—柬埔寨中医
药中心的成立。

徐凤芹感慨，这支医疗队的故事，
只是中医药走出去的一个缩影。“当柬
埔寨的医务人员踊跃学习中医适宜技
术，当中国药企在柬式酸汤中发现了
抗病毒新成分，这些跨越不同地域、不
同文明的‘相遇’，证明传统医学不怕
跨越千山万水。”

目前，中医药已经推广到196个
国家和地区。“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
碑”，徐凤芹表示，中医药凭借自身独
特魅力和优势，不断推进中华文明的
传播和世界文明的交流。中医药为世
界各国人民提供“中国处方”，贡献中
国智慧，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记者 高艳坤 孙韧

北京，春意渐浓。3月9日，十四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在
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国家卫
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记者会，并
就卫生健康相关问题，回应中外记者
关切。谈及卫生健康工作成果，一组
数据令人振奋。2024年我国居民预期
寿命达到79岁，提前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要求。展望前路，“防未病”理
念加速深化，基层医疗不断增强，全民
健康稳步迈进。各方举措齐发力，共
同勾勒出共建共享的健康中国图景。

体重秤成“国民标配”
引导居民做健康第一责任人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明确，

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雷海潮介绍，近年来，
我国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
疗卫生服务得以不断优化与加强。在
此过程中，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稳步提
升，青少年身体发育相关指标持续向
好，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也在持续
提升。

“但是，当下我国居民面临传染
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挑
战，其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主要
风险因素。”雷海潮表示，随着居民
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人们摄入的能
量更高了，但一些人因为缺乏运动
导致体重异常。而体重异常作为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致病因素之一，
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
脂肪肝以及部分癌症的发生紧密相
关。“加强生活方式的干预，让每一
个人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至

关重要。”雷海潮说。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民政

部、教育部等15个部门，实施为期3
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旨在推动全
社会重视体重管理，养成健康饮食、积
极运动的生活习惯。行动获得全社会
积极响应，如单位食堂饮食更健康、城
市健康步道与公园环境不断优化，越
来越多人关注体重健康指标，为慢性
病防控奠定基础。

雷海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还
聘请奥运冠军担任“体重管理年”活
动宣传大使，开发微信表情包，致力
于让体重管理和慢性病防控融入日
常生活。接下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还
将继续推进慢性病防控，特别是体重
管理工作。

一是推动政府、行业、单位和个人
落实四方责任。慢性病防控需要全社
会共同参与，各方应为体重管理营造

良好的环境。如今，一些家庭已配备
体重秤，用于随时监控体重变化；部分
宾馆和酒店也在房间配备体重秤，方
便出差旅行的人监测体重。“我们呼吁
更多宾馆、酒店参与到这项行动中，为
体重管理、慢性病防控创造条件。”雷
海潮说。

二是持续做好慢性病防控和体重
管理知识宣传。从去年开始，国家卫
生健康委启动了时令节气与健康知识
的新闻发布传播行动。在此基础上，
今年还将动员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
健康知识宣传和传播，进一步提升居
民的健康素养。

三是注重防治结合，提供个性化
服务。引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重门
诊，为受体重问题困扰的居民提供良
好的专业咨询环境和平台，助力居民
更好地管理体重，健康生活。

（下转第2版）

乘春风，铺展“人人健康”新图景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就卫生健康热点答记者问

□刘也良

从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到
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
院改革，从以患者为中心持续改
善医疗服务到实施医疗卫生强
基工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干的事，回应了群众看病就医
的诉求。

站稳人民立场是坐标。以
前，患者看同样的病，换一家医
院，即便刚做完检查也会因为检
查结果不互认，而不得不重新做
检查。现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正在越来越多的医院落地实施，
让患者省钱又省心。近年来，各
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为解决患者
带着影像检查胶片到处跑的烦
心事，制定出台工作指导规则、
完善区域信息平台、优化室间质
评制度；医疗机构优化院内信息
系统和诊疗流程。这些改革举
措，既满足了患者就医需求，又
保障了医疗质量安全。以患者
需求为导向的“问题倒逼式改
革”，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
改革逻辑。

统 筹 谋 划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
意识的增强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更加追求健康管理、健康咨
询、疾病预防、康复服务等多层
次的服务，更加希望利用互联网
等技术获得更便捷、更个性化的

服务。政府工作报告关注老百
姓获得感，在统筹谋划推进高质
量发展上发力，提出“改善病房
条件，以患者为中心持续改善医
疗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
程”“加强护理、儿科、病理、老年
医学专业队伍建设”等工作部
署，通过补短板、强弱项，将进一
步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
康需求。

系统集成提升获得感。深
化医改，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
充分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实
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跃
迁。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为例，改革已经从开始的“铺路
架桥”延伸到丰富“毛细血管”：
科学合理实现转诊，需要细化转
诊病种清单；充分保障基层用
药，需要搭建中心药房；有序推
进分级诊疗，需要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改革不是“独唱”，实
现“共鸣”关键在系统集成发
力。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改革的
关键环节，部署推进编制动态调
整、建立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
费机制、完善薪酬制度等工作，
促“医心”和“民心”更好相融，民
生温度也将因此提升。

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就
是改革的“靶点”。政府工作报
告从百姓的“所感”出发，明确通
过 深 化 改 革 提 升 百 姓 的“ 所
得”，勾勒出一幅温暖人心的民
生图景。

群众“痛点”
就是改革“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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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艳坤 孙韧

“阿坤，你定在哪天上北京？”全国
两会召开前夕，不少居民到广东省东
莞市横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串
门”，他们不是来看病拿药的，而是专
程来找全国人大代表、横沥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护士莫幼坤打听行程、吐
露心声的。关于就医、用药、养生……
这些居民怀揣许多健康期许，盼望着
这位最懂他们的人大代表将这些心声
捎往北京。可以说，莫幼坤的建议是
同群众一起“执笔”完成的。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全国两会
期间，和莫幼坤一样，心系基层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的代表、委员都在为“强基
层”建言献策。

“基层设备还得再升级”

横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深受当
地居民信赖。尤其是2023年启用新
址后，该中心建筑面积大幅增加，增添
了多种先进医疗设备，新开设了放射
科、口腔科、慢性病综合防控区等特色
科室，整体环境与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然而不久前，齐先生到中心向莫
幼坤反映：“阿坤，基层设备还得再升
级！”莫幼坤起初颇感意外，细听之下，
发现齐先生的话有道理。

40多岁的齐先生是当地某企业
的中层管理人员。几个月前，他在职
工体检中被查出疑似高血压。医生告

知，一次检查还不能确诊，需连续监测
几次，确诊后才能用药。齐先生家中
没有血压仪，平常又不便频繁前往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虽配备了便携
的动态血压监测仪，但数量有限，齐先
生短时间内也排不上号。

齐先生认为，横沥镇30多万常住
人口中，大部分是相对年轻的外来务
工人员。当下，一些慢性病也呈现年
轻化趋势，对可穿戴医疗监测设备需
求大。在这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还需要完善设备配备。齐先生还提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搬迁至新址后，
患者满意度大幅提升。然而，中心下
辖的部分站点却仍维持着老样子，大
家不愿意去。仔细分析，部分原因也
出在设备配备不足上。

莫幼坤多方调研后，提笔记下建

议：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
备配备，推动诊疗设备提档升级。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中医药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副院长杨硕，同样深
切感受到基层群众对就近得到优质检
查检验服务的迫切需求。当前，贵州
省大力推进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与
普通乡镇卫生院不同，县域医疗次中
心肩负着更全面的医疗服务职责，既
要承担更重的区域医疗辐射与带动任
务，还要扛起急危重症救治等担子。

杨硕表示，要保障县域医疗次中
心的建设质量，需要合理规划建设规
模和功能布局，加大财政投入，新建或
改扩建医疗用房，引进先进医疗设备，
提升硬件水平；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
推广电子病历、远程医疗、电子健康档
案等信息化应用。 （下转第2版）

回应健康诉求，推动基层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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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个重点，继续推进慢性病防控

■围绕三个维度，积极谋划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

■锚定三个方面，推进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发展

初春三月，正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图为3月9日，游人在位于江苏
省南通市通州区的洲际梦幻岛上踏青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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