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HEALTH NEWS

2025年3月11日 星期二
农历乙巳年 二月十二

第12474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0

邮发代号 1-20

http://www.jkb.com.cn

首席编辑 李阳和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0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
召，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发扬优
良传统，担当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人
民政协事业不断发展，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
持。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胡春华、
沈跃跃、王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
杰、何厚铧、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
鸿、高云龙、陈武、穆虹、咸辉、王东峰、

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王光谦、秦博
勇、朱永新、杨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闭幕会开始。王沪宁宣
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4人，实到2082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协十四届二次会
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
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
于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王沪宁在讲话中说，全国政协十
四届三次会议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
力、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充分彰
显了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彰显了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蓬勃生机活
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看望政协
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同政协委员们
共商国是。全体政协委员认真讨论政
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认真审议政
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
告等文件，取得丰硕议政成果。全体政

协委员高度评价过去一年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统揽全局、沉
着应变，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
坚克难、砥砺奋进，顺利完成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一致表示要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进一步坚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王沪宁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政协
性质定位，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扎实做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
慧、凝聚力量工作，紧紧围绕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履职尽责，切实发挥最广泛
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作用，更好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
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
平，更好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
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的政治责任。

王沪宁表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勠力同
心、团结奋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马
兴瑞、王毅、尹力、刘国中、李干杰、李
书磊、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张又
侠、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
袁家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洪、王东
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
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
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吴
政隆、谌贻琴、张军、应勇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
驻华使节、海外华侨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王沪宁发表讲话

□王尚

“投资于人”、育儿补贴、银发
经济、人工智能+……今年全国
两会上提出的这些热词引发广泛
关注和热议，给人带来向“新”而
行的美好展望。当前，伴随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已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14亿多人民的健康获得
感大幅提升。向“新”而行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意味着进一步推动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与人民
高品质生活相结合，让利民举措
更可及、更暖心。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 资 于
人’、服务于民生”……政府工
作报告回 应 了 人 民 群 众 的 心
声。在既有成绩基础上，立足

“投资于人”、突出“健康优先”
的导向，需要聚焦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在不断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
域均衡布局的同时，针对儿科、
精神卫生、老年医学等短板领
域，加大投资和建设力度，把保
障和改善人民群众健康作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或重要
指标，为全生命周期健康维护提
供坚实的保障。

“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
放试点”“持续推进‘人工智能+’
行动”……政府工作报告回应了
人民群众对“新”的向往。我国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人民群众
多层次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需
求持续快速增长。近些年，卫生
健康领域着眼于惠民出新招，
大力推行多学科诊疗、日间手
术、责任制整体护理、延续护理
等服务模式，并大力发展远程
医疗和互联网诊疗，进一步完
善预约诊疗、在线支付举措，同
时建设智慧医疗、智慧服务和
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智慧医
院，助力民生温度提升。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卫生健康工作持续
抓住新工具、融合新力量、取得
新成果，将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
有力支撑。

“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
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
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逐
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大力发
展银发经济”“加快建立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政府工作报告
回应了千家万户的期盼。“一老
一小”始终是每个家庭的关切。
推进好“一老一小”相关工作，除
了用心用情，也要有好招新解，
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养
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确保每
个家庭少些后顾之忧，日子过得
越来越红火。

全国两会不仅是共商国是
的重要平台，也是吸纳民意、集
中 民 智 的 重 要 平 台 。 凝 聚 向

“新”而行的共识，把“民生清单”
上的实事落细落实，将为中国式
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提供强大
的健康动力。

向“新”而行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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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第6版—— 人文是一句话，更是一道光

今日第7版—— 慢性病防治要持续创新模式

□本报记者 孙韧 高艳坤

朝阳与余晖，都是生命中动人的
风景。记者与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政协委员面对面，就“一老一小”
这一话题进行访谈。他们或是从身
边事、身边人讲起，或是结合自身专
业进行分析，把关注点放在破解“带
娃难”、纾解“养老忧”上。他们以一
条条建议，回应人民群众对“幼有善
育、老有颐养”的美好期待，为的是
织密“一老一小”服务网，兜住幸福
与安康。

所思有了更多共鸣

前一段时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北
省衡水市副市长崔海霞先后赴江苏省
等多个省市，围绕普惠托育工作开展
深入的实地调研，并深入思考如何推
动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国两会期
间，崔海霞欣喜地发现，她的所思，如

“对适龄生育家庭实行均等化财政补
贴政策”“推动我国托育服务与学前教
育相衔接”等，有了更多的共鸣。

谈及育儿补贴，全国政协委员、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建
议，在国家层面建立生育支持基金，探
索由财政支持、资金来源多元化的育
儿补贴制度，并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人
群倾斜。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徐丛剑表
示，在发放育儿补贴的同时，也应推动
男性陪产假落实，推动家庭责任的共
同分担，还应发展托育行业，解决“带
娃难”问题。

“国家层面密集出台的支持政策，
推动了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彰
显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决心。”崔

海霞表示，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仍处于
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优化。应认真
总结经验，优化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
作中探索形成的“幼儿园托班”模式、

“社区嵌入”模式、“医育结合”模式、
“单位兴办”模式。建议在党政机关、
医院、高校、国有企业等单位大力推行

“单位兴办”模式，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崔海霞说，可以为存在经营困难

的托育机构提供支持，扶助新建机构
平稳度过起步期；适度加大对托育机
构的财政补贴力度，探索出台长效化
的补贴制度。

（下转第2版）

破解“带娃难”纾解“养老忧”

□本报记者 孙韧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第三
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中，全国
政协委员、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
院长傅小云介绍，国家持续实施“千县
工程”，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
支援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青海省和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医
院，累计派驻超8万名三级医院医务
人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傅小
云来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与医疗队
队员们尽心尽力，帮助该院培养人才、
提升管理能力，建设临床服务“五大中
心”和县域医共体。

“县级医院的医疗人才培养，是工
作中的重中之重。我们通过专家授
课、临床手把手带教等多样化培训方
式，培养带着‘乡土基因’的白衣战士，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伍。”傅小云
说，有一位当地医生把查房时被问到
的问题记在了本子上。这位医生告诉
他，这是永远不能完成的笔记，因为学
无止境，唯有勤学苦练才能提高技艺。

“要有关关难过关关过的勇气和
毅力。”傅小云表示，要敢于挑战疑难、
悉心施教，在实践中帮助医务人员成
长，培养他们的临床自信。2023年
12月，三都县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体
重仅1.4千克的早产儿，帮扶团队手
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进行抢救，传
授新生儿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等
操作方法。经过42天的精心治疗，患
儿痊愈出院。这是医院成功救治的首
个低体重早产儿。

经过两年帮扶，三都县人民医院
综合服务能力显著提升，职工的满意度
从帮扶前的72.6%上升到88.4%。“我
对此感到欣慰，更为整个中国大地上的
医疗帮扶成绩单而骄傲。”傅小云说。

为医疗帮扶成绩单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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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全国
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闭幕后，委员们步出
会场。图为全国政协
委员吴沛新（左）、杜
斌步出会场。

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讯 （记者郭蕾）日前，北京
市卫生健康委公布了2024年度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专病特色科室及培育基
地合格名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
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138家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218个科室，被
确定为新一批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专病特色科室。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专病特
色科室重点诊疗的疾病包括高血压
病、2型糖尿病、冠心病合并心理疾
病、脑卒中、慢阻肺病、骨质疏松症、牙
周病、中医痹症、中医脾胃病、脂肪肝
等13种疾病。

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以医联体为依托、以健康
档案为核心、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推
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专病特色科室建
设，建立由三级及专科医院临床科室
组成的专病特色科室培育基地。
2024年，北京市66家三级或专科医
疗机构的161个临床专业科室被，确
定为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专病特
色科室培育基地。

北京新添218个社区专病科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