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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吴晶、
胡浩）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
年，中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人均预期寿命较目前再增加约 3岁，达到 79
岁。

规划纲要共8篇29章，包括总体战略、普
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
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健全支撑保
障、强化组织实施等内容。

规划纲要明确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到
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中国特色基本医
疗卫生制度，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高，健康服务
体系完善高效，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
基本体育健身服务，基本形成内涵丰富、结构合
理的健康产业体系，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
入国家前列。到2030年，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
体系更加完善，健康领域发展更加协调，健康生
活方式得到普及，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
平不断提高，健康产业繁荣发展，基本实现健康

公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
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
健康国家。

规划纲要明确，“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
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核心是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规划纲要细化了2030年的具体目标：人民健
康水平持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较目前的76.34
岁继续增长，达到79岁。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
有效控制，食品药品安全
得到有效保障，消除一批
重大疾病危害。健康服务
能力大幅提升，优质高效
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和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全面建立。促进
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
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中国瞄准高收入国家健康水平
人均预期寿命再增3岁 健康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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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纲要全文

据新华社合肥10月25日电（记者
徐海涛）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材料力学研究团队与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
德烈?海姆教授团队合作，近期实验制
备出最小尺寸的石墨烯通道，可以显
著提升纳米尺度下水的输运效率，为

设计用于海水淡化、气体分离、人体
仿生的新型纳米流体器件提供了技术
基础。

日前，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自
然》发表了该成果。据介绍，该研究
有望拓展石墨烯等二维材料在海水淡
化和气体分离等方面的应用。

约旦举办中国电影周
据新华社安曼电（记者林晓蔚）为期5天的中国电影

周10月24日在约旦首都安曼拉开帷幕。
据介绍，此次中国电影周由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约

旦艺术家工会、约旦皇家文化中心联合主办。展映影片
包括《搜索》《乡村婚礼》《孔子》《麋鹿王》《情比山
高》，在正片放映前还将播放《中国2016》《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等纪录片。电影周闭幕式上将放映《情比山
高》，影片讲述了有关滇缅公路的历史故事，该片曾获多
个国际电影节奖项。

丝路国际剧院联盟启动
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任姗姗）为进一步增进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在文化部的
支持和指导下，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倡议发起“丝绸之路
国际剧院联盟”。

该联盟是大型多边性国际化演艺产业平台，旨在为
各成员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水平提升与区域合作
做出积极贡献。

首批共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
21个国家和地区及2个国际组织的56家成员单位加盟，
均为重要文化机构与标志性演艺场所，年演出场次超过3
万场，年观众总量超过2400万人次。联盟还将与遍布全
球的28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展开全面合作。

10月24日，中国第四支驻利比里亚维

和警察防暴队参加在泛非大厦举行的庆祝

联合国成立71周年庆典活动。维和警察们

表演了长拳、南拳、太极等传统武术，受到现

场观众的好评。 李金良摄（人民视觉）

南宁青山大桥合龙
10月25日，横跨邕江、连接广西南宁市凤岭南及龙岗新区的青山大桥合龙。

青山大桥主桥为双塔斜拉桥，主塔高度为137米，主跨度达到430米。图为一艘货

船从青山大桥下经过。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维和营地“武术秀”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
领，《纲要》将给公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树立大健康观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
立认为，《纲要》突出大健康的发展理念，着眼长
远与立足当前相结合，目标明确可操作。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和环境因素
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以疾病治疗为中
心”难以解决人的健康问题，也不可持续。因
此，《纲要》确立了“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
康观、大卫生观，提出将这一理念融入公共政策

制定实施全过程，统筹应对广泛的健康影响因
素，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纲
要》设置了若干主要量化指标，使目标任务具体
化，工作过程可操作、可衡量、可考核。

全民共建共享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指出，
《纲要》明确“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
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
中国的根本目的，有利于增强人民获得感。

他认为， 健康中国通过倡导一种现代的
健康生活方式，不仅是“治病”，更是“治未
病”；降低亚健康、提高身体素质、减少痛苦，做
好健康保障、健康管理、健康服务；帮助人们从
透支健康、治疗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呵护健

康、人人健身、预防为主的健康生活方式。健
康中国是一个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参与、
协同合作的现代化国家战略，必须“全民参与，
共建共享”。它包含四个层次：健康家庭（个
人）、健康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健康城市（农
村）、健康国家。它包括三个主体：政府主导建
设“健康中国”，社会倡导建设“健康社区”，人
民共同建设“健康之家”。在覆盖全体人民的
健康服务体系中，各主体扮演不同角色，相互
补充，形成合力，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健康水
平不断提高，使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世界极
高人类发展组水平，实现“人人健康、全民健
康；人人幸福，全民幸福”。

普及健康生活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饶克勤指
出，普及健康生活，必须着眼于提高全民健
康素养，这是改变国民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
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调查表明，中国居
民基本健康素养水平仅为9.5%，这是导致一
些疾病“井喷式”暴发的重要危险因素。实施
国民健康素养行动计划，是普及健康生活的
有力抓手。一是把预防保健“靶点”前移，让
健康教育进入中小学课堂，将健康生活方式
纳入学校的素质教育之中，培养健康理念和
卫生习惯。二是加强健康宣传，促进国民形
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改善膳食结构，减少超
重肥胖，减少烟草、酒精、毒品等健康危
害，动员全社会参与营造健康国民的支持性
环境。三是防控危险因素，提高烟草、酒类
等产品的税收和价格，取消不利健康产品补
贴，减少加工食品含盐量或使用低钠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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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启程前

往日本。这是他就任菲总统后首次访日，日

方表示期待的同时，难掩焦虑情绪。引发日

本紧张的，是菲律宾对外政策出现的新动向。

首先，中菲关系迅速回暖。就在前几

天，杜特尔特刚刚结束访华行程。中菲高层

深入交流，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示在

各领域达成的共识。双方增进互信，在务实

合作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更就南海争议进行

良性沟通。这难免让惯于挑拨中菲关系、执

意介入南海问题的日本有些措手不及。

其次，美菲关系出现裂痕。菲前任总统

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极力拉近美菲同盟关

系。杜特尔特则调整菲外交走向，批评美干

涉菲内政，叫停美菲军演和与美在南海的联

合巡航。菲律宾的离心倾向将产生何种影

响？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日本

对此保持高度关注。

不难想象，日本在杜特尔特到访期间，

将有如下动作。

第一，摸清菲律宾真实意图。日本将通

过会谈等方式，了解杜特尔特的想法和诉

求，并会将信息分享给盟友美国。此时，美

国正需要这类信息。

第二，加强日菲关系，加固与美国的同

盟体系。日本强调菲律宾是其重要战略伙

伴，重申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知情人士

透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杜特尔特举行

一对一的私人会晤。日本恐怕还要借机对菲

“晓以利害”，规劝杜特尔特不要进一步靠近

中俄。

第三，增加日本在美国构建的同盟体系

中的地位。近年来，日本鞍前马后为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希望成为美国主导

的同盟体系的重心，提升日本在地区安全事

务中的存在感，从而最终成为政治和军事大

国。这一做法和目的，日本短期内不会变。

现在，既能为美国效力又能彰显自身存在感

的机会来了，日本自然不会放过。

第四，寻找机会离间中菲关系。日本看

重菲律宾作为南海争议方和东盟成员国的身

份，将菲作为搅动南海、牵制中国的重要抓

手。在中菲跨越南海障碍的同时，日本却紧

抓南海问题不放。日内阁官房长官宣称，南

海问题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安倍希

望在杜特尔特访日期间，敦促菲加强与美、

日合作。日本还计划敦促菲律宾尊重仲裁裁

决。

然而，菲律宾恐怕不会完全跟随日本的

舞步。杜特尔特就任至今，明显将主要精力

投入国内安全和经济发展，外交战略为内政

服务。菲希望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通

过与各方交往广泛获益。为满足美日的需要

而炒热南海问题，加剧局势紧张，与中国对

立，并不符合菲长远利益。更何况中菲刚刚

共同就南海问题管控分歧、开展对话、进行

合作阐述了原则立场，菲不会轻易推翻来之

不易的成果。可以预见，杜特尔特访日的重

点是促进经济合作，从日本获得尽可能多的

帮助，并不会为美日充当“马前卒”而牺牲

本国利益。

中国不反对日菲正常合作，但对日挑拨

中菲关系、插手南海问题会保持足够警惕。

相关合作不应成为干扰地区和平稳定的负能

量，美国在亚太打造的同盟体系也不能危害

其他国家的正当权益。我们更要奉劝日本，

不要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成为地

区的麻烦制造者。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想让菲律宾“随日起舞”？难！
■ 华益声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45周年

纪念招待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王慧慧）国务委员杨

洁篪25日出席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
位4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

杨洁篪表示，45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
位。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联合国的普
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显著增强，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力量
不断壮大和中国对外交往进入新阶段。45年来，中国始终
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和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共
同发展、合作发展和多边主义道路，愿同联合国及各国携
手努力，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中英学者制备出最小“石墨烯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