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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今年今年““六一六一””儿童节儿童节，，贵州省毕贵州省毕

节市实验学校举行节市实验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文艺汇演，，学生们在学生们在

表表演节目演节目。。 罗大富罗大富摄摄

图图②②：：今年今年 66 月初月初，，在四川省南充市在四川省南充市

顺庆区金世纪体育馆顺庆区金世纪体育馆，，市民正有序接种市民正有序接种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 黎黎 涛涛摄摄

图图③③：：20202020 年年 88 月月，，湖南省永州市道湖南省永州市道

县西洲公园内县西洲公园内，，健身爱好者在进行广场健身爱好者在进行广场

舞展示舞展示。。 蒋克青蒋克青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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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

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 35
岁 。 2019 年 ，我 国 人 均 预 期 寿 命 提 高 到 77.3
岁，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公共卫生整体实力、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不断

提升，全民身体素质、健康素养持续增强。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卫生健康领

域的“中国奇迹”，全民健康托起全面小康。

从疾病流行到免疫规划

公共卫生体系日益强大

今年，世卫组织先后为中国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和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新冠疫苗

颁发了紧急使用认证。中国疫苗研发走在国际

第一方阵。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

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

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风雨同

舟、众志成城，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打

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

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

战略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不断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有效控制健康危

险因素，消除了一大批重大疾病危害，提高了人

民的健康水平。针对新发传染病的流行形势，

我国不断加大防治力度。

1950 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普

种牛痘苗运动。从 1978 年开始，全国实行计划

免疫政策；2002 年，国务院决定将新生儿乙肝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07 年，国务院决定

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将甲肝、流脑等 15 种

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有效预防的传染病纳入国家

免疫规划。通过实施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使

5 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从近 10%降

至 1%以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一道道公共卫生防线正在筑牢，一张张疾

病防控网络不断织密。我国健全预警响应机

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努力构建强大的

公共卫生体系，护佑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从缺医少药到病有所医

医疗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不久前，重庆市合川区云门街道铁家村的

高明，在合川区人民医院接受了腰椎间盘突出

手术，术后康复良好。他说：“现在区级医院条

件越来越好，连腰椎手术都能做了，术后在家康

复还有家庭医生随访。”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

36703670 个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88..55 万张万张，，卫生技术卫生技术

人员人员 5454..11 万人万人。。医疗设备极其简陋医疗设备极其简陋，，医疗技术医疗技术

水平低下水平低下，，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

障障。。从缺医少药到病有所医从缺医少药到病有所医，，我国医疗卫生事我国医疗卫生事

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截至 20192019 年末年末，，我我

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00100..7575 万个万个，，医疗卫生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达机构床位达 880880..77 万张万张，，卫生人员总数达卫生人员总数达 12921292..88
万人万人，，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我我

国产生了一批达到或引领国际先进水平国产生了一批达到或引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在国

际上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优势医疗技术际上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优势医疗技术，，有有

效提升了重大疾病诊疗能力效提升了重大疾病诊疗能力。。

““互联网互联网++医疗健康医疗健康””持续发展持续发展。。截至截至 20202020
年年底年年底，，全国共有全国共有 11001100 余家互联网医院余家互联网医院，，7700
家二级以上医院提供线上服务。三级医院网上

预约诊疗率已达 50%以上，90%以上的三级公

立医院初步实现了院内信息互通共享。许多医

院在优化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同时，还提供药品

快递到家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复诊，进一

步解决了看病难问题。

医疗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国家医学中心

和区域医疗中心加快建设，医联体建设如火如

荼。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很多大病

在县里就能得到有效治疗。农村医疗条件进一

步改善，基本实现了每个乡镇建有 1 所卫生院，

每个行政村有 1 个村卫生室，每千名村民配有 1
名乡村医生。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进一步实施，

健康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药品供应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国家推进药

品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改革，深化药品医疗

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新药创制和仿制

药研发。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药

物数量达 685 种。

从看病自费到全民医保

医疗保障制度更加完善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居民张强曾是建档

立卡的贫困人口，因患颈内动脉血栓，2019 年 5
月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就医，共花费 72354.9 元。

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的医保“三重保障”政策帮扶之下，报销了

6 万多元，个人负担明显减轻。

1998 年，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此后，面向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医保制度逐步

建立。在此基础上，国家还建立了大病保险制

度，缓解大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负担，同步建

立 了 医 疗 救 助 制 度 ，为 困 难 群 众 夯 实 托 底 保

障 。 目 前 ，我 国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已 达

13.6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从看病自

费到全民医保，我国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

医疗保障网，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2019 年底，我国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两

项制度整合完成，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

制度，整体提升了农村居民保障水平，城乡居民

更加公平享有医疗保障权益。2019 年，职工医

保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

别达到 80%左右和 70%左右；居民个人卫生支

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35.29%下

降到 2019 年的 28.36%。

异地住院、门诊看病报销越来越便利，符合

条件的参保人在全国各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均

可以实现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截至今年 4
月底，全国累计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857.86
万 人 次 ，医 疗 费 用 2082.14 亿 元 ，基 金 支 付

1224.13 亿元。目前，29 个省份的 219 个统筹地

区启动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截至 4
月底，已累计直接结算 493.88 万人次，医疗费用

12.31 亿元，基金支付 7 亿元。

从传统方剂到抗疫良药

中医药传承创新迈大步

2021 年 3 月，国家药监局批准清肺排毒颗

粒等 3 个方剂上市。清肺排毒汤是治疗各型新

冠肺炎的通用方剂，来源于张仲景《伤寒杂病

论》的几个经典名方，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

“利器”。

面对大考，中医药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抗疫

答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指出：“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

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

率超过 9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

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全程深度参与疫情防控

与救治，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守护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中 医 药 事 业 不 断 发 展 壮

大。中医与西医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维护

和增进人民健康，成为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的组成部分。中西医并重，被列为我国卫

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

发 展 ，把 中 医 药 工 作 摆 在 更 加 突 出 的 位 置 。

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传承创新发展中

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

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2017 年 7 月 1
日，中医药法正式实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服 务 能 力 不 断 提 升 ，中 医 药 人 才 队 伍 不 断 壮

大，中医药科技创新不断结出硕果，中医药产

业不断向着现代化迈进，中医药文化不断繁荣

发 展 ，中 医 药 对 外 交 流 合 作 不 断 拓 展 。 2015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荣获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

的体现，也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

贡献的体现。

全民健康托起全面小康
本报记者 王君平 李红梅 申少铁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

百年沧桑，人间巨变。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

书 写 了 举 世 瞩 目 的“ 健 康 答

卷 ”。 人 民 健 康 水 平 显 著 提

高，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

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均预期寿

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5 岁

上升到 2019 年的 77.3 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医疗

卫 生 事 业 发 生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实施国家免疫规划，成功消灭

了天花、丝虫病、致盲性沙眼，

有 效 控 制 了 传 染 病 的 流 行 和

蔓延，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

标，地方病严重流行趋势得到

有效遏制。2009 年，我国启动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用

中 国 式 办 法 破 解 医 改 这 道 世

界 性 难 题 ，群 众 看 病 难 、看 病

贵 问 题 得 到 缓 解 。 建 立 了 全

球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个

人 卫 生 支 出 占 卫 生 总 费 用 比

重持续降低，增进了人民的健

康福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

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召

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

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印发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发

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明确了

建设健康中国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人民健康状况和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改善。尤其是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国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全

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标志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迈向新征程。

人民健康是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也是人民幸福

生活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新期盼，对卫生健康事业提出了新

要求。人民群众不仅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病更

舒心、服务更体贴，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把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为发展的重要目的，

不断提高卫生健康供给和服务水平，加快形成有利于

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实现

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

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

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

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建立政府、社会和个人共

同行动的体制机制，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

人的意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

人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

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建共享健

康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健康

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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