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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的建设，离不开
健康城市的打造。党的十九大
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
大决策，将维护人民健康提升
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了健
康中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年）》更
是为健康中国战略绘就了“路
线图”和“施工图”。

日前，2021健康中国健康
城市建设论坛暨健康城市蓝皮
书《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
告（2021）》《北京健康城市建
设研究报告（2021）》发布会在
北京召开，多角度剖析我国健
康城市建设成果和待解难题。

健康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健康城市建设是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
效载体，是场所健康促进的重
要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
城市的关键特征就是在城市
设计和城市治理中充分考虑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的专家
均表示，这与健康中国建设中

提出的“大卫生、大健康”理念
和“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
方针一致。

“2016年以来，全国爱卫会
部署在全国全面启动健康城市
建设。如今，健康城市建设进
入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时
期。”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全国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
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看来，
健康城市建设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和广度，在全国各地、各
主要城市蓬勃兴起，呈现出欣
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可喜局面。

数据显示，尽管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年健康
城市综合指数和分指数较
2018年稳步提升，人群健康状
况持续改善，多项指标结果优
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虽然成绩值得肯定，但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
时期，健康城市建设机遇与挑
战并存。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李长宁认为，健康城市
建设不仅限于城市建成区，还
包含城市所辖的农村地区，要
求城乡融合发展。健康城市建
设涉及多部门、各领域，需要相

关部门和机构发挥各自优势，
共同应对和解决城市发展中的
主要健康挑战。

国家卫健委规划司爱卫工
作办处长王璐认为，各地应继
续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持续宣
传，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推动健
康中国战略目标实现。

“健康城市建设工作应当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维护和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落实健康
中国战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毛群安说。

健康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除了不断完善的顶层设计
外，发展健康产业是健康中国
建设的五大任务之一。

由于产业链长、辐射带动
作用大，因此健康产业连接着
经济和民生。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我国
健康产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多样化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不
断扩大，稳增长、调结构、促就
业、惠民生领域积极作用日益
显现。截至2021年8月，我国
医药健康领域A股上市企业达
390家（不包含新三板企业）。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疫情防控物资（检测试剂

盒、呼吸机、口罩等）需求激增
的拉动，2020年医疗器械领域
上市企业总营收突破2000亿
元关口，较2019年增长62%。
随着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未来，医疗器械企业总营收很
难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但随
着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技术水平
以及质量的提高，“国产化替
代”的范围逐步扩大，医疗器械
行业仍将保持不错的增长态
势，预计可以维持2000亿元的
营收规模。生物制品、医疗服
务潜力巨大，将和医疗器械一
道成为我国医药健康产业增长
的“三驾马车”。

不容忽视的是，健康产业
发展仍然存在缺乏统筹规划，
优质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
产业融合和集群集聚效应有待
提升，人才、技术、标准规范等
制约因素亟待破解等一系列问
题。

对此，接受记者采访的多
位专家表示，完善产业政策体
系、做大做强创新平台、建立资
源要素保障机制和创新多元发
展模式是推动健康产业发展的
有效举措。要以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为统领，培育壮大健
康新业态、加快发展健康消
费，提高卫生健康供给质量与
服务水平，以健康产业高质
量发展助力经济社会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此外，《中国健康城市建
设研究报告（2021）》利用“大
数据”“互联网+”等新兴科学
技术，探究基于环境大数据提
升健康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
对策建议。

北京健康生活指数全国第一

北京市在健康中国建设
中占据重要位置又承担重要
责任，建设健康北京成为新
时代赋予北京的新使命。

“我们综合《北京市‘十三
五’时期健康北京发展建设规
划》及《‘健康北京2030’规划
纲要》相关工作要求，设定了
健康人群、健康服务、健康环
境三大类评价指标共30项。”
作为本次报告的主编，中国城
市报中国健康城市研究院院
长、北京健康城市建设促进会
理事长王鸿春告诉记者，《北
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
（2021）》总结了北京市近年
来，特别是2020年以来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接受健康城
市建设大考，并交上高水平答

卷的实践。
数据显示，2021 年北京

“健康生活指数”在全国31个
省份中排名第一，“健康北京”
主要指标已经基本实现，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在
16项约束性指标中，国民体质
监测合格率、平均院前急救呼
叫反应时间、药品抽检合格率
等15项实现或超额完成目标
值；14项预期指标中，人均期
望寿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等10项完成了预期目标。

2020年，北京市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达到36.4%，比2018
年提升4.1%。市民体质和健
身意识普遍提升，每周参加一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超
过50%，以“15分钟健身服务
圈”为基础的立体全民健身设
施格局得到全面完善，在城市
社区的覆盖率达100%。

同时，北京市公共卫生服
务保障日益增强，建立从孕育
到出生、成长、死亡的全生命周
期健康服务体系。截至2020
年，人均期望寿命达82.43岁，
5 岁 以 下 儿 童 死 亡 率 为
2.53‰，四类慢性病过早死亡比
例为10.56%。在食药、水体、大
气、市容等方面，北京市均构建
起了健康友好的自然和社会环
境。

“从工作成效来看，健康北
京主要健康指标已经实现目标
值，在培育健康人群、优化健康
服务、构建健康环境等方面取
得了很好成效，主要表现在创
造健康北京良好的政策环境、
建立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目
标体系更加科学全面、健康服
务能力更加扎实。”王鸿春告
诉记者，北京市尽管在健康城
市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
仍存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的理念缺乏硬约束，“共建
共享”的机制需要强化；环境
质量改善任重道远，“大城市
病”问题依然突出；健康行为
指数偏低，健康生活方式仍需
强化；健康大数据应用不足，
健康产业发展较慢等问题。

对此，《北京健康城市建
设研究报告（2021）》建议，要
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完善政
府统筹协调机制；结合疫情防
控，加强爱国卫生组织体系建
设；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各级
政府和部门落实职责；抓住建
设重点，持续开展健康促进与
教育工作；推进共建共享，建
立健康城市建设信息沟通平
台；完善监测体系，着力提升
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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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居：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守护群众健康

1月18日，仙居县安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正在为老人量血压。

春节临近，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安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开展“新春送健

康”志愿服务活动，上门为社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宣传春节期间卫生保健知识，守护群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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