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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救治360万患者

解决好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是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让贫困人
口看得好病、让基本医疗有保障”是保
障贫困人口民生获得感的重要一环。

2016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
扶贫办等多部门印发 《关于实施健康扶
贫工程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采取技术
支持、人员培训、管理指导等多种方式，提
高被帮扶地方的服务能力，到 2020 年，贫
困地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据悉，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
一批”的工作思路，中国积极推进健康
扶贫工作，截至目前，已分类救治360万
大病和慢性病贫困患者。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说，
为了让贫困人口看得好病，中国对大病
患者实施集中救治，首批遴选了费用负
担重、诊疗效果明确的儿童白血病、儿
童先天性心脏病、终末期肾病等 9 种大

病，已经救治 11.5 万人。在分类救治的
360万大病和慢性病贫困患者中，14.4万
人已治愈，73.5万人病情好转，38万人病
情稳定转入长期康复治疗。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健康扶
贫工程已为全国553万户因病致贫返贫家
庭、734万患病群众建立了健康扶贫工作
台账和动态管理数据库。2016 年，中国
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对农村
贫困人口全覆盖，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2016年农
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补偿比达到
67.6%，个人负担进一步减轻。

探索兜底保障机制

健康扶贫实施以来，各地积极探索，
成效明显。

贵州省从今年起将关节病、脑血管
病、糖尿病等 49 种发病率高、医疗费用
高、严重影响生产生活能力的病种，全
部纳入医疗救助和签约服务管理，把健
康扶贫落实到人、精准到病。

安徽省在全国率先设定贫困人口医
疗兜底保障线，建立贫困人口“三保障
一兜底一补充”综合医疗保障体系，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政府兜
底和补充医保之间无缝衔接、协同保障。

四川省对7—64岁贫困人口在脱贫攻坚
期内每人免费健康体检一次，全面评估贫困
人口的健康状况，实施精准健康管理。

王培安说，各地积极探索贫困人口
医疗兜底保障机制，实现县域内住院先
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算。通
过基本医保和其他措施，多数省份将农
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
到 80％－90％。此外，健康扶贫工作还
变“输血”为“造血”，组织全国 963 家
三级医院对832个贫困县的1180家县级医
院进行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和可及性不断提高。

建立扶贫长效机制

中国健康扶贫成效卓著，但建立健
康扶贫长效机制还面临不少挑战。专家

认为，因病致贫返贫一直是首位致贫因
素，越往后越突出。

国家卫生计生委财务司副司长刘魁
说，政策供给欠缺、工作进展地域间不
平衡、卫生计生行业及扶贫对象内生动
力不足等问题，是当前健康扶贫工作的
难点和压力所在。

专家指出，当前必须要坚持落实
“大病集中救治、慢病签约服务管理、重
病兜底保障”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完善
健康扶贫政策体系，加强组织推动，将
健康扶贫政策落实到人、精准到病。要
将健康扶贫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一项长
期任务，建立和完善健康扶贫长效机
制，推动关口前移。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夏更生认为，
下一步应继续完善健康扶贫的政策举措，
研究推进慢性病治疗门诊统筹，切实减轻
贫困人口慢性病的治疗负担；总结地方医
疗兜底保障工作的经验做法，通过加强医
疗费用控制整合资源开拓渠道等方式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费用个人自付部
分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如今，人们对美丽的认知
与追求也越来越高。数据
显示，中国医疗美容行业
未来5年内的收入增速有
望维持在 25%以上。然
而，爱美也面临风险。近
年来，医疗美容行业乱象
频发。

今年 5月，国家卫生
计生委、中央网信办、公
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海关总署、国家工
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等7部委联动，共
同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医疗
美容专项行动，目的就是
构建整形美容健康的市场
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
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医疗
美容领域已经成为消费者
投诉的一大热点。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行业监管不
力，导致个别机构有恃无
恐；另一方面，消费者对
专业技术的不了解，也是
导致问题频出的重要因
素。

随着“美丽经济”的
茁壮成长，一些连接线上
用户与线下机构的医美平
台也应运而生。这些互联
网平台往往以经验分享、
医患交流以及折扣电商的
模式存在。

面临医美行业体系混

乱、信任度低、价格不透
明、营销费用高等问题，
互联网医美平台为医美机
构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选
择，为消费者提供医美机
构、医生、医美项目、医
美产品等全方位信息，有
效缓解了医美行业信息不
对称问题，受到了资本和
消费者的青睐。

不过，虽然“互联
网+医美”概念的热度不
断上升，但依然存在不少
问题。如医生信息不透
明、手术价格不明确、手
术项目风险模糊、医疗安
全缺乏第三方介入等，这
是未来必须解决的关键难
题。

作为一个相对有风险
且成长比较慢的行业，互
联网医美平台要建立起消
费者对平台的信任，还需
要很长的时间。在这种环
境下，相关平台在服务好
消费者的同时，还要承担
起对医美机构的监管责
任，为美丽经济竖起一道
健康的“防火墙”。

健康扶贫：除病根 拔穷根
本报记者 刘 峣

10月17日是中国第四个全国扶贫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最突出的致贫因素之一，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
持续补齐的民生“短板”。2016年全国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因病致贫、返贫的贫困户占到贫困户总数的42.6％。

从2016年起，中国启动健康扶贫工程。工程提出，到2020年，贫困地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农村贫困
人口大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保障，服务能力和可及性显著提升。

1年多来，数百万贫困患者因此获益，除掉“病根”，也拔起了“穷根”。

斐 济 ， 被 中 国 人 亲 切 地 誉 为
“太平洋上的翡翠”。日前，3位来自
中国的白衣天使，凭借过硬的专业
素养与赤诚仁爱之心在这个太平洋
岛国赢得了赞誉，谱写了一曲中斐
友好的凯歌。

投入工作第一线

今年7月5日，受中国广东省卫
生部门委派，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的陈纯波、内分泌科的
李忠文和心内科的倪忠涵赴斐济执
行为期3个月的援外任务。

刚刚抵斐，3名中国专家就不顾
时差等带来的不便，立刻投入了工
作。他们告诉记者，虽然斐济骄阳
似火，但自己为当地医院与患者服
务并为中斐友谊添砖加瓦的心更是
火热，这也是他们积极投入到工作
第一线的初衷。

由中国商务部援建的斐济纳乌
瓦医院 2014 年启用，现有医护人员
近 50 名，服务周边地区 3 万多居
民。

虽然这家医院的硬件设施有大
幅改善，但其技术水平依旧薄弱。
今年7月，斐济－中国 （广东） 医学
培训中心、斐济－中国 （广东） 纳
乌瓦医院急救中心揭牌后，如何利
用两个平台开展医学培训工作，通
过技术帮扶提升纳乌瓦医院的诊疗
水平，成为3名中国专家此行的工作
重心。

在到达纳乌瓦医院后，3人立即
了解当地需求，并与医院充分交换
意见，制定了“接地气”的系列培
训课程，并重点设置了糖尿病急
症、心脑血管急症和多发性创伤的
规范化诊疗培训课程，利用多媒
体、情景模拟等手段进行了理论授
课和操作示教。当地医院几乎全员
参与，反响良好。在3个月内，他们
共完成培训 11 期，近 300 人次接受
了培训。

3名专家以务实的工作作风、严
谨的工作态度与一流的医疗技术迅
速使大家倾服。

医疗领域的友好使者

斐济殖民战争纪念医院是当地
最大的公立医院，中国专家 8 月 14
日前往这家医院进行交流，他们扎实的临床功底给医院
医护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医院主动要求中国广
东省下一批派出专家到该医院进行指导工作。这家医院
还特别向斐济卫生部申请，借调倪忠涵到心内科指导介
入手术。

此外，中国专家们还承担纳乌瓦医院负责的心脏病
筛查任务及应急医疗保健任务，深入当地学校及原始村
落，完成了4所山村学校的健康筛查以及当地山村大型集
会的保健任务。当地老百姓纷纷竖起大拇指说：“中国医
生非常棒！”

因斐济医疗条件薄弱，在当地工作生活的华侨华人
常会遭遇诸多不便。在中国驻斐济大使馆的协调下，3名
专家还给当地华侨华人及中资机构人员提供了保健服
务，带来了祖 （籍） 国的温暖。

专家们对记者说，他们不仅是医生，也是医疗领域
的友好使者。援斐工作不仅是治病救人，更是民心工
程，不但要让斐济人感受到中国医生的精湛专业技艺，
更要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医生乐于服务、善于服务的火热
情怀，从而为中斐友谊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据新华社苏瓦10月15日电 记者张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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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2017
中国·松阳国际天空跑
挑战赛在浙江松阳开
赛。当天进行的是天空
跑 50 公里、群众体验
跑 11 公里和群众健身
走 4 公里 3 个项目的比
赛。来自 1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 1500 名运
动员和越野跑爱好者报
名参赛。天空跑是一种
基于山地环境进行越野
跑的运动。

图 为 选 手 在 比 赛
中。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行走山林间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良磊） 俄罗斯中医药
文化国际论坛暨“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采行
活动近日在莫斯科举行。来自中俄两国政府、
企业、医疗、教育机构的 700 多名代表、专家
和中医药爱好者与会。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在论坛开
幕式上致辞说，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性
组织和各国政府愈发重视包括针灸在内的传统
医学发展，希望各国政府和组织能够继续支持

和推动传统医学和中医针灸的发展，全世界中
医针灸工作者能够不断开拓创新，提高临床疗
效，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 卫生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图姆索夫说，俄中两国近年来在卫
生领域的合作日趋活跃，俄罗斯医生及患者对
中国传统医学的兴趣显著上升。

开幕式后，来自俄中两国的中医药界人士
就针灸疗法的应用、中医文化的传承以及对世

界的影响、中医在俄罗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等
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分享了各自在政策理
论、科学研究、临床经验和技术推广方面取得
的成果。两国代表还围绕中医药教育、标准化
以及中药的注册与贸易举行了圆桌会议。

“一带一路”中医药针灸风采行日前还走进
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医针灸展，为当地民众讲述了中医针灸知识
及相关历史文化。

自 2014 年起，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推出
“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采行系列活动，旨在通
过中医针灸与其他传统医学间的学术和文化交
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更好地了解
中医针灸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俄罗斯中医药文化国际论坛在莫斯科举行

图为安徽淮南市田家庵区曹庵镇柳树村贫困户参加免费体检图为安徽淮南市田家庵区曹庵镇柳树村贫困户参加免费体检。。
陈陈 彬彬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