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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的疫情防控经历了
三个阶段：在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中
国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湖北保卫战、武汉
保卫战决定性成果；在常态化防控探索阶
段，中国以严防输入为目标，以核酸检测
为中心扩大预防，在2—3个潜伏期控制住
疫情传播；从今年8月开始，中国进入全链
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及时发
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疫
情发现一起就扑灭一起，努力以最低的社
会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确
保国内的疫情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
中国一切防控举措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中国的抗疫实践表明，14亿多人口的
大国守住疫情防线，就是对国际抗疫的最
大贡献。

人均医疗费用约为全国平均水平一
半；医保报销比例不断提高，城镇职工医
保基金却从收不抵支到连续8年盈余；医药
总收入增幅明显放缓，医院工资总额却增
长3.08倍……

2012 年以来，福建三明医改持续突
破。从最初的治混乱、堵浪费，到医疗、
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再到组建总医
院、医保基金“双打包”支付，当前，三
明医改已迈入“以健康为中心”阶段，初
步实现了患者、医院、医生、医保多方共
赢，被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为“人民至上、
敢为人先”。

今年10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要求，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广
三明医改经验，加快推动实现大病重病在
本省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在市县解决、头
疼脑热等小病在乡村解决。各地结合自身
实际，因地制宜学习三明医改经验，积极
探索创新，推动三明经验正在全国更大范
围开花结果。

越来越多的常用药、救命药纳入医保
目录；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已覆盖全国；
医保联网覆盖面更广了；困难人群有特殊保
障……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以来，覆
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逐步提升。2020
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 13.6 亿人，参保
率稳定在 95%以上。参保居民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超过 70%。基本医保和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功能互补衔接，有力
确保“看病有制度保障”。

中国织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
疗保障网。今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
医保继续发力——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明
确，促进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
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互补衔接；国家财政
强力支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全国
卫生健康支出 18659 亿元，民生保障水平
日益提升。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全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居民主要健康指
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医保改革仍然在路上，改革红利将不
断释放，更好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华民族的
未来和千家万户的幸福。当前，中国正处于
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
遇期。立足国情，遵循规律，中国决定实施一
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
极生育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落
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利于保
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有利于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
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有利于巩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成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了让更多家庭“愿意生、养得起、养得
好”，2021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70亿元下达
各地，支持新增示范性婴幼儿托位6万个，将
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
遇支付范围；多地探索设立育儿假或延长产
假……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纷纷出台，助力
释放生育潜能，支持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政
策体系正在形成。

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
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
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5月13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挂
牌成立，标志着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迈
出关键一步。新机构的成立，不仅能更好
地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组织并调动
力量进行防控，还能顺应健康发展新趋
势，积极应对人民健康发展新需求。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为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中国将
强化监测预警、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职
能，建设15个左右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升
级改造20个左右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控救治
基地、20个左右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当前，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
心加紧建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
紧锣密鼓，国家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建设加
速推进……一张强大、牢固的国家公共卫
生防护网正在编织，将稳稳兜住14亿多中
国人的健康。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
合、中西药并用”成为中医药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中医药全程深度参
与疫情防控救治，有效降低了发病率、转
重率和病亡率，提高了治愈率，为抗击疫
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作出重要贡
献，也让广大群众对中医药有了更多的认
识、建立了更深的信任。

中医药服务有“简、便、验、廉”优势，在
基层有着广阔空间。目前已有98.3%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97.1%的乡镇卫生院、85.9%
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71.3%的村卫生室能够
提供中医药服务，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家
门口“看中医、吃中药”的需求。

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了天时、
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中国启动了国家
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中医特色重点医院等
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了中医药特色人才培
养、治未病健康工程等，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正驶入“快车道”，为守护百姓健康
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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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8 月 19 日即中国医师节当天，在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竹西街道竹西社区核
酸检测点，两名医务人员“比心”合影。

孟德龙摄（人民视觉）
图②：8 月 13 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

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里的专科医生在云诊室
中心通过视频为慢病患者进行诊疗。

李肃人摄（人民视觉）
图③：12 月 9 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

医保局工作人员正在向当地村民讲解门诊
慢特病申报流程。

胡高雷摄（人民视觉）
图④：12 月 14 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

区一早教中心里的小朋友们正在开心地玩
游戏。

肖本祥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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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开启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顾即将过去这一年，从国家和社会的繁荣，到每个
人的幸福，都离不开“健康”二字。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
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

这一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策略不动摇，严守
外防输入，为国人创造了相对安全稳定的大环境。

这一年，中国医改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为抓手，持续向深水区进发；医保改革红利不断释
放，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积极稳妥推进优化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织牢防护网
络，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闻到“中药味”，中医药传承创新焕发新彩……

这一年，中国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稳稳地守护了14亿多人民的健
康，让老百姓收获了实打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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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7 月 21 日，山东省邹平市黄山
街道小杨堤村，家庭医生为村民提供中药
敷贴服务。

郭海涛摄（人民视觉）
图⑥：11月6日，第四届进博会医疗器

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公共卫生防疫专区的未
来诊所展台。

张玉薇摄（新华社发）
图⑦：5 月 26 日，甘肃省张掖市河西

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正
在指导孕妇用分娩球减轻心理压力进行导
乐分娩。 王 将摄（人民视觉）

图⑧：5 月 19 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富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为社
区老人进行远程医疗咨询服务。

范长国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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