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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云淡金风爽，芦白枫
红菊初黄。又是一年好时节，
群贤齐聚话健康。9月10日，
以“科普 理性 融合 传播”为
主题的第二届科学与大健康高
端论坛在北京举办。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国科
学院院士丁仲礼，十一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工程
院院士、原国家铁道部副部长
孙永福，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
医疗大数据学会会长、原国家
卫计委副主任金小桃，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原副院长、肿瘤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樊代明，
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中国－
东盟传统药物国际联合会实验

室主任和中国药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中
国心血管药理专业委员会名誉
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
峰，国际药用菌学会主席、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玉，全国政协委员
冯健身、孙咸泽、王卫星、季加
孚、张凯丽，以及范利、李佃贵、
赵平、李澍、冯兴华、王喜军、肖
小河、许海玉、马秀璟、郑玉梅等
业内人士，国家科技部、发改委、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
林草局、国家卫健委、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本届论坛是由中国卫生信
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民
盟中央卫生与健康委员会指
导，人民日报中国城市报等单
位积极支持，《科学与大健康》
融媒体中心承办。这是在“十
四五”开局之年，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举行的一
次重要论坛。

金小桃在致辞中指出，中
国大健康产业发展，使命光荣、
前景广阔、任重道远。对于投
身和服务大健康产业的同仁
们，应该把大健康当作一项伟
大的事业用情用力持久做好。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
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主任、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在
演讲中表示，我国亚健康人口
比例扩大，慢性疾病增长较
快，人口老龄化率提升，倡导

科学的健康生活、实施积极的
健康管理刻不容缓，要坚持科
学与大健康的基本理念和方
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全民健康之路。

参会嘉宾先后从医疗卫
生、健康养生、防病治病、大健
康产业发展等多方面作了权
威的主题报告。樊代明作了
《聚焦人体自然力回归医学本
源》的报告；张伯礼作了《中医
抗疫与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报
告；刘昌孝作了《环境∙健康∙
大健康事业》的报告；杨宝峰

通过视频形式，作了《衰老与
健康》的报告；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副校长、药学博士王喜军
作了《站在更高层面解读中医
药科学价值，发现中医药的
美》的报告；中央领导保健专
家、301医院原副院长范利作
了《疫情防控常态下中老年心
血管病的科学防治》的报告；
国医大师、河北省中医院名誉
院长李佃贵作了《净化人体内
环境浊毒理论健康观的创新
与实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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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届科学与大健
康高峰论坛如期顺利举行，论坛
以促进人民健康、发展健康产
业为宗旨，集授课、研讨、经验
交流于一体，必将有力推动科
学与大健康事业的创新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放在重要的位
置，并提出了没有全民健康就
没有全面小康。中共十九大报
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
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为落
实健康中国战略和国民健康政
策，民盟中央于2018年 12月
成立卫健委，旨在通过此举更
直接、更广泛地凝聚卫生行业
盟员的智慧与力量，更好地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保障改善民
生服务，它是民盟中央在卫生
健康领域参政议政的专家团、
智囊团。

近年来，民盟中央通过提
交人大代表议案、政协提案建
议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渠道，
就推进健康管理体制改革、加
强卫生健康建设等问题，提出
不少建议和意见，受到了中共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
采纳。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
斗争当中，民盟中央及民盟卫

健委的领导和专家积极参与地
方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普及新
冠知识、预防救治患者指导服
务基层等方面发挥了先锋、攻
坚和骨干作用，涌现出一大批
英雄模范人物。当然，我们依
旧任重道远，依旧会继续努力。

在当下，抗疫斗争决策与
行动面临新形势、新考验，而我
国亚健康人口比例大，慢性疾
病增长速度快，人口老龄化程
度日益加深。所以，提倡科学
健康生活，实施积极的健康管
理刻不容缓。为此，我们必须
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指
示，坚持科学与大健康基本理
念与方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全民健康之路；必须坚
守科学与大健康的阵地，弘扬
健康中国的正能量，让院士和
专家站出来，让优秀媒体发声，
让广大人民真正受益。围绕我
国现阶段特有的民情民意，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积极合理地
向国家建言献策，积极主动地
向广大人民群众科普健康知
识，积极有效地解决民众需求，
并与伪医学、伪科学作斗争，与
错误倾向作斗争，努力推动健
康中国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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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立人之本，立国之
基。人民健康是发展的本钱。
如何处理好环境与健康的关
系？我认为，以人为本，保护环
境，发展经济，这个关系是吻合
的。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
发展经济，虽然GDP增长了很
多，但污染造成的损失很大。
这与我们不能牺牲健康去发展
事业是一样的道理。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强国
战略的需要。当前，我们应当
重视以下四个方面促进民生
大健康事业发展。

一、推动人人积极参与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落实。“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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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
人的积极性相结合，推动人人
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落
实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
式，减少疾病发生，强化早诊
断、早治疗、早康复，实现全民
健康。

二、关注影响人类健康的
因素。2017年对我国10大死
因分析可以看到环境因素的关
系，与人生活方式和饮食有
关。可以说是与“空气污染、水
污染、食物污染、饮酒、吸烟”等
因素有关。生活工作压力不利
于健康，如就业压力、工作压
力、升学压力、住房压力、就医
压力、安全环境等问题不可无

视。人生在世，要做到“生有所
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保”。
如何形成全新健康体系，是事
关重要的民生大事。

三、关注大数据—健康共
同体—大健康体系。大数据互
联网实施的四大元素，是保证
互联网和大数据安全的重要问
题。形成大数据健康共同体，
是建立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
为中心转变的重点技术措施，
目前已有大数据健康共同体的

“三明模式”“山东模式”和“天
津模式”，从医药供给、慢病管
理、基层医疗等三个角度为国
内起到示范作用。

四、重视健康—养生事业
与产业发展。我们要尽快完
善相关政策、法规、标准、社
会、保险、运营保障、资金保
障、资产管理、技术服务和产
业利益等法规制度，整合相关
体系，创新养生模式，保障越
来越热门的健康养生产业规
范、有序发展，造福社会，惠及
于民。（此文节选于刘昌孝院
士在第二届科学与大健康高
端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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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孝院士在第二届科

学与大健康高端论坛上作主

题报告。 刘新武摄

9月10日，第二届科学与大健康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李明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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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肿瘤医院院长 季加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