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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健康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一人健康是立

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

指 标 还 是 人 民 健 康 ，这 是 人 民 幸 福 生 活 的

基础。”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人均

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5 岁提高到

2023 年的 78.6 岁，人民健康水平大幅提升，主

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从一只消失的“小虫”
看疾病防控力度

在董家鸿的心中，有一只“小虫”始终挥

之不去。他说：“实现肝包虫病清零，是我最

大的心愿。”

9 月初，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附属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再次来到青海

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此次，他依然是为那只

“小虫”而来。自 2015 年起，他带领团队 30 余

次深入青海、西藏等高海拔地区义诊，累计筛

查 1.8 万余人次，开展复杂包虫病手术 500 余

台次。

包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严重

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2018 年，四川、云南、西

藏、甘肃、青海等省份启动涉藏州县包虫病联

防联控工作。“十三五”终期评估显示，我国包

虫病流行基本得到控制，全国 95%以上的包虫

病流行县人群患病率控制在 1%以下。

江西省曾是我国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

省份之一。如今，全省实现血吸虫病传播阻

断目标。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全国血吸

虫病疫情已进入极低流行水平。

公共卫生是全民健康的基石。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消除了一只又一只“小虫”带来

的危害，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不断健全，公共卫生应急

能力有效增强。

2020 年 全 国 消 除 疟 疾 目 标 如 期 实 现 ，

2021 年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继

消灭天花和消除丝虫病、脊髓灰质炎、新生儿

破伤风、致盲性沙眼之后，我国又消除了疟疾

这一肆虐千年的传染病，在中国公共卫生史

和全球消除疟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实施国家免疫

规划。多年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接种率持续维持在 90%以上。麻疹、乙脑、流

脑等疫苗可预防的多种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

史最低水平，一大批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消除

或有效控制。5 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感染率

控制在 1%以下。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

缩短到 4 小时以内。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

件，推动实现医防信息互通。建立先进的病

原检测方法体系，可以在 24 小时内确认 300
余种已知病原体，60 小时内有效识别新发病

原体。布局哨点医院、病毒变异、城市污水等

10 个传染病监测系统，开展 15 种常见呼吸道

病原体综合监测，有力支撑传染病疫情预测

预警。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 1052 个，国家卫

生 乡 镇 达 2637 个 。 居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从

2018 年的 17%提高到 2023 年的 29.7%。2013
年和 2017 年，世界卫生组织分别向中国政府

颁发“健康（卫生）城市特别奖”和“社会健康

治理杰出典范奖”。

从一台“手术机器人”
看医疗技术高度

手术室里，医生轻轻摁下开关键，机器人

复位操作启动。仅仅几分钟，一例复杂的骨

盆复位手术就完成了。几天后，患者就可以

下床走路了。

在创伤骨科领域，骨盆骨折闭合复位被公

认为是世界最难的手术之一。“像这名患者这

样严重的骨盆损伤，如果没有手术机器人，采

用人工复位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最终还有可

能失败。”北京积水潭医院副院长吴新宝说。

吴新宝所说的“手术机器人”，就是全球

首个“骨盆骨折复位手术导航定位系统”。北

京积水潭医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团队自

主研发的这一产品，通过先进的算法，3 分钟

即可快速规划复位路径，达成亚毫米级精准

闭合复位，让骨盆复位严丝合缝，满足了骨科

微创化、智能化、标准化治疗需求。

“如果将四肢骨折比喻为‘筷子’断了，那

么骨盆骨折则相当于‘碗’碎了。盆腔中有大

量的神经、血管和脏器，切开手术极易带来其

他损伤，闭合手术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完成。”

吴新宝说，目前该系统已在 100 多例手术中

应用。

从传统手术到微创手术，从断肢再植到

脑机接口，从子宫内胎儿手术到百岁老人手

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医疗技术不断

迈上新高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

目前，我国产生了一批达到或引领国际先进

水平的优势医疗技术，推动了重大疾病诊疗

能力的提升。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设置 13 个

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开展 125 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项目，推进建设 114 个省级区域医

疗中心。90%的城乡家庭 15 分钟内就能到达

最近医疗点。

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资源利用

和服务效率同步提升。医疗卫生机构和床位

数量显著攀升。全国卫生人员总数从 1949 年

的 54.1 万人增加到 2023 年的 1523.7 万人。

“互联网+医疗健康”加快发展。全国互

联网医院达到 3340 所，每年提供的互联网诊

疗服务量超过 1 亿诊疗人次。远程医疗协作

网覆盖所有市和县。

从一串 51个家庭的钥匙
看健康管理温度

在国家博物馆，一串普通的钥匙静静地

躺在展柜一隅。它由 51 把钥匙组成，每把钥

匙都有一个温暖的故事。

1999 年秋天，上海市静安区彭浦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团队长、家庭医生严正从

患者手中接过第一把钥匙。当时，居民郁先

生的妻子突发脑梗，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严正

为她量身定制了康复训练方案，每周上门进

行推拿、针灸治疗。当时，郁先生也被查出肺

癌，经常要去医院化疗，无法照顾妻子。于

是，郁先生郑重地把家门钥匙交给严正。

一 把 、两 把 、三 把 …… 从 医 近 30 年 来 ，

严 正 收 到 的 钥 匙 越 来 越 多 。 无 论 白 天 黑

夜 ，只 要 有 人 呼 叫 ，他 都 如 约 而 至 ，成 为 居

民 的“ 健 康 管 家 ”。 一 串 钥 匙 ，开 启 了 居 民

的“健康之门”。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从全科医生到

家庭医生……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基层

医疗卫生人员成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见

证了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历史

性转变。

不久前，“全生命周期六病共管中心”在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生态新城院区揭牌成

立。所谓“六病共管”，就是对肿瘤、代谢、心

脑血管、呼吸、生殖医学、老年医学六大系统

疾病进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近年

来，三明市完善健康管理中心和疾病管理中

心，建立疾病管理师和健康管理师队伍，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我国坚持以基层为重点，推进分级诊疗，

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目前，2171 个

县（市、区）开展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92%的县级医院达到二级及以上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消除了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

务人员“空白点”。

大力培养全科医生，发展基层卫生人才

队伍。全科医生由 2015 年的每万人口 1.38 人

增加到 2023 年的每万人口 3.99 人。建立家庭

医生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续推

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免费向城乡居

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2024 年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达到 94 元，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

者健康服务纳入服务内容。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我们

要锚定 2035 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实施健

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为

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 2023年的 78.6岁

建设健康中国 保障人民健康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扫 码 登 录 官 网 ，填 写 个 人 信

息、上 传 证 件 照 片、选 择 对 应 网 点

…… 在 邮 储 银 行 北 京 分 行 工 作 人

员指导下，不到 3 分钟，北京西城区

市 民 张 先 生 便 轻 松 完 成 三 代 社 保

卡的线上申请。“新卡还能直接邮

寄至指定地址，方便又快捷！”张先

生说。

社保卡是居民依法享受社会保

障 及 其 他 公 共 服 务 权 益 的 身 份 凭

证。今年 1 月 31 日，北京市启动第

三代社保卡试点换发工作，先在西

城区、石景山区、怀柔区开展试点，

随后按照统一规划，分人群、分阶段

换发。

作为首批获得第三代社保卡发

卡资格的合作银行之一，随着换发

工作稳步推进，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不断拓展便民服务，提升金融支持

质效。目前全市 521 家营业网点均

已开启社保卡换卡服务。

流程便捷化，服务更高效。为

满 足 广 大 市 民 办 卡 换 卡 的 服 务 需

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推出专门小

程序，用户只需扫描邮储银行北京

分行社保卡服务二维码，便能轻松

享受“线上申请、送卡到家”服务。

功能多元化，服务更完善。与

现有社保卡相比，第三代社保卡具

备社会保障、医疗健康、待遇补贴、

交通出行、文化旅游、金融服务等

功能，是居民未来的“一卡通”。它

不仅可以作为身份凭证，办理人力

社保领域的各项业务，还增加了交

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

能，实现了社会保障“一卡通用”、

医 疗 健 康“ 一 卡 通 刷 ”、交 通 领 域

“ 一 卡 通 行 ”、文 化 旅 游“ 一 卡 通

享”、补贴资金“一卡通领”、金融服务“一卡通付”等全新

体验。

“我们专门成立社保服务专班，从技术、服务、运营、风

险等方面完善管理机制，实现与社保功能的全面对接。”邮

储银行北京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在丰台区方庄支行

建成全市首批“社银合作”试点银行网点，实现网点“社保+
金融”业务一站式办理，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提高民生保障

能力。

目前，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支行网点积极组织开展进

企业、进校园等活动，一对一帮助指导群众开卡、激活和使

用金融功能，共同打造社保服务“就近办”，便捷群众服务。

未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继续认真履行和承担社会责任，

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以更加便捷、安全、高效的金融

服务，助力百姓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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