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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民健康这五年⑧▶▶▶

为破解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难题，

“十三五”期间，国家卫健委每年安
排全国三级医院900余名专家支援西
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6
所医疗人才“组团式”受援医院和
106 个贫困县的县级医疗机构，变

“单兵突击”为“集团作战”，变“输
血供氧”为“造血制氧”，将先进诊
疗技术和优秀管理理念“带着泥土”
移栽到当地。援藏、援疆医疗队在当
地不仅开展医疗服务，也帮助培养了
更多的医疗人才，让雪域高原有了更
多“好门巴”，让新疆各族群众感受
到医疗惠民更加“亚克西”。

西藏、新疆人均期
望寿命提至70岁以上

在不久前举行的国家卫健委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
局长李大川介绍，经过 5 年多努力，
西藏、新疆的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
死亡率等指标显著改善，两地人均平
均期望寿命分别提高到70.6岁、74.4
岁，当地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不
断提高。

在医疗资源总量上，5年来，16
所组团受援医院新开设专科 288 个，
增设床位4390张，新购置了CT、磁
共 振 、 PET-CT 等 大 型 医 疗 设 备
1168 台。拉萨、日喀则和山南市人
民医院等一批新建大型、综合性医院
拔地而起。

在医疗服务和管理能力上，截至
目前，西藏有400多种较大疾病不需
要离开自治区，大多数中病在地市就
能得到救治。2189 项县域新技术新
项目在县级医院逐步推广实施。在新
疆，急危重症基本不用出自治区，重
病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救治。“全疆

50%的县医院能够开展以前不能开展
的颅脑肿瘤手术、颈椎手术、内镜治
疗等复杂手术，两地群众的常见病、
慢性病得到很好的解决。”李大川介
绍，目前，16 所组团受援医院全部
通过三级医院评审，103个贫困县的
县级医疗机构通过二级医院评审。

在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上，16
所组团受援医院中有9所医院建成国
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实现
人才培养本地化。5年来，援藏专家
帮带847个医疗团队、2493名本地医
务人员，培养地市级以上医院医疗骨
干 1927 名、县级医院医疗骨干 2302
名，1187名医生职称得到晋升。

医疗人才“组团式”
支援，实现“六个一”

李大川表示，与传统对口支援相
比，医疗人才“组团式”支援初步探
索出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概括起
来是“六个一”。

一个基本原则。确定“合理、可
实现、可持续、可评价”作为工作
原则。

一个明确目标。即“两降一升三
不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婴
幼儿死亡率、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到
2020 年 基 本 实 现 “ 大 病 不 出 自 治
区、中病不出地市、小病不出县”。

一支过硬队伍。从支援地区选派
党性作风过硬、医疗技术精湛、管理
素质出色的专家，同时也优化配置专
业、职称、年龄等，形成开放性医疗
技术和管理团队。

一个良好机制。国家层面负责指
导协调和考核评价，省级层面负责组
织落实和推动改革，地市级层面与受
援单位具体实施的工作机制。

一个重点突破。接受双方精准发

力，实施“以院包科”“师带徒”，打
造符合医院发展和当地实际医疗需求
的重点科室和重点专业，通过科室和
专业的突破，解决当地医疗资源总量
扩容问题，实现“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的发展转变。

一份责任担当。组团支援专家讲
政治、顾大局，带着感情、带着责
任，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优质贴心的
服务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为实现西
藏、新疆的医疗卫生事业良性、可持
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通过‘组
团式’援藏，得到了全方位的进步和
质的飞跃。”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党组副书记、主任格桑玉珍表示，医
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启动以来，内地7
个省市65家支援医院共选派了5批共
1004 名医疗专家进藏。在援藏医生
和本地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西藏

“1+7”医院 （西藏自治区和7个地市
人民医院） 在等级创建、人才培养、
科室建设、医院管理、远程诊疗等各
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顾莹苏介绍，“十三五”期
间，支援新疆的各省市累计选派了高
水平的医疗人才 4批 777人，2020年
达到 147 人。得益于此，新疆 8 所受
援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2019 年的门诊量、住院量、手术量
分别较 2016 年增长 22.6%、26.1%、
53.4% ， 急 危 重 症 抢 救 成 功 率 由
85.92% 上 升 至 95.68% ， 转 诊 率 由
2016 年 34.82%下降至 11.21%，死亡
率由0.73%下降至0.51%。

精准施策，健康扶
贫“一个都没落下”

“十三五”以来，西藏全力解决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据格桑
玉珍介绍，当地通过精准识别，对农
牧民群众进行全员筛查，精准施策，
对大病患者进行专项救治；对得了慢
病、需要长期进行健康管理的病人，
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重病患者
进行兜底保障。

2019年底，西藏6万多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清零
工作。

“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
‘三个一批’来进行精准施策，一个
都没落下。”格桑玉珍说，当地通过
加大医务人员招收力度、开展万名医
师下基层活动等，促进了优质资源下
沉到基层。目前，西藏全区执业助理
医师达到了 9000 余名，比 2016 年增
长了 34%，有 3000 多名医务人员下
沉到基层。

同时，结合地广人稀、服务半
径大的特点，西藏采取巡回诊疗的
方式，组建了 635 个“县+乡村”的
模 式 ， 每 个 乡 镇 都 配 备 了 巡 回 诊
疗车。

顾莹苏介绍，2016 年以来，新
疆凝聚国家医疗队、军队卫生援疆和
自治区三级医院各方帮扶力量，全面
实行托管式和组团式帮扶。

国家、军队和自治区等各方帮
扶队伍采取每年为受援医院“解决
一 项 医 疗 急 需 、 突 破 一 个 薄 弱 环
节、带出一支技术团队、新增一个
服务项目”的形式，累计派驻医务
人员 2400 余人次，帮助受援医院完
善相关制度 1246 项，建立规范诊疗
服务流程 1116 条，帮助受援县医院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341 项，组织
培训 1124 场次，帮助受援县医院诊
疗患者 99.73 万余人次，区域内重点
疾 病 患 者 外 转 率 较 帮 扶 前 降 低
10.12% 。 县 域 医 疗 服 务 能 力 明 显
提升。

“组团式”援藏、援疆，培养“带不走”的医疗队

高原有了更多“好门巴”
医疗惠民更加“亚克西”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昨天下午省二院确诊一病例，大家近期没事
别往各大医院去。”

“大家都小心吧，出门一定戴口罩。”
“小姨放心，我们上课都戴口罩。”
“小的们，都少出门啊。”
一早醒来，家族群“相亲相爱一家人”里已

经讨论得热火朝天了。
往上翻，讨论起始是三姨转发的“市政府紧

急通知”：藁城小果庄出现确诊病例，要求乡镇迅
速排查2020年12月31日以来去过果庄或果庄来我
市人员信息，完成后立即上报，并采取相关防控
措施。

这时，我从新闻客户端看到了官方信源——
河北省卫健委1月3日发的疫情通报：2021年1月
2 日 0—24 时，河北省新增报告 1 例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病例 （轻型）。

接下来的一天里，亲戚们发的信息大部分都
跟疫情有关，末了免不了来一句“注意做好防
护”的提醒。

之前有人调侃过，是不是所有的家族微信群
都叫“相亲相爱一家人”？曾经我们取笑过，家族
群简直成了养生谣言的集散地。但在抗击疫情期
间，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家族群的抗疫力量。

以我家的群来说，大家转发疫情信息，都是
主动自愿的，都是出自真情实意的，没有引发恐
慌，只会带来温情。不管在没在一个城市，也许
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面，但是一声声关心，一句
句提醒，无远弗届，入耳入心。

在群里，亲戚们互相提醒戴口罩，少出门；
谁多买了消毒液，赶紧在群里说一声，分给没有
买到的；哪里发现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了，赶紧
提醒大家远离那里……老的关心小的，小的帮助
老的，一个家族群如此，全国多少家族群不也是
如此？就在这千家万户的亲情流动中，疫情防控
措施扎扎实实、稳稳当当落地了。

抗击疫情，有人诧异中国人如此“听话”：国
家一声令下，说不出门就不出门，说戴口罩就戴
口罩。他们不了解，这里面有传统文化的作用，
有家族照拂的作用，有“相亲相爱一家人”的
作用。

别看中国传统文化平常不显山不露水，但它
包含的礼让、和谐、团结、诚信、仁爱这些元
素，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到了关键时
刻，就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我们知道，个人之上还有家庭，还有家
族，还有社会，还有国家。每个环节各司其职，互相补台，群防群控
得以发挥最大效力。

因此，面对疫情，健康宣传和防疫要求，大家听得进去，做得出
来，步调一致，同心协力。不管病毒怎么变异，在这样一群团结互
助、同仇敌忾的人面前，都是白搭。

有了这样的文化基调，有了这样的防疫共识，中国自然可以举全
国之力抗击疫情。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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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30日，湖北省十堰市中医院的专家团队，来到新疆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西南部的海西牧场，为牧民群众开展义诊。

吕现领摄 （人民视觉）

2020 年 7 月 31 日，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人民医院派出陕西援藏医疗队，
前往海拔4300多米的阿里地区噶尔县扎西岗乡为村民送医送药。

刘晓东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谢尚梁） 由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办公室宣传组指导，
人民网·人民健康主办的首届中国癌症防治年度大会暨“人民好医生·金山
茶花计划”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肿瘤防治领域的专家盘点了2020年医学
界在肺癌诊疗、食管胃癌、肝癌诊疗、泌尿肿瘤诊疗、淋巴瘤诊疗、鼻咽
癌诊疗等肿瘤防治细分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同时还举行了“人民好医生·
金山茶花”计划启动仪式，在肺癌、食管胃癌、肝癌、泌尿肿瘤、淋巴
瘤、鼻咽癌六个领域中共评选出了 35 名杰出贡献奖和 72 名优秀典范奖获
得者。

“金山茶花计划”后续将以年度为单位，每年集中推荐展示宣传一批在
肿瘤防治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同时活动还将组建年度专家团，
负责对推选的青年专家进行指导及推介。人民健康依托“人民好医生”平
台，为首席专家、特聘专家与青年专家定制服务，包含名医品牌建设服
务、学术展示交流服务、科普传播服务、研究成果转化服务等。

首届中国癌症防治年度大会召开

本报电（记者张一琪）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日前成立，来自政
府以及国内外健康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出席庆典仪式。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将是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合作、集科研教
学与服务为一体、以全球健康为宗旨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有效整合北京大学
及国内外各种优势资源，服务于健康中国与全球卫生战略。

在学科建设上，北京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将采取全球引进、双聘、兼职
等多种创新方式，形成一个拥有多中心、多课题组，跨越多学科的国际一流
科研、教学和智库服务团队；并将招收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生，通过国
际高校联合培养、交叉学科教学以及多元文化熏陶，培养全球健康领域的领
导者、高级研究人才和全球卫生外交人才。

庆典之后，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与北京论坛共同举办了以新冠肺炎疫情
下的全球健康与人类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和世界卫生
组织的学者从卫生健康、经济管理、国际外交等多学科进行了主题演讲和圆
桌讨论，国际学者高度赞赏了中国参与全球健康与发展治理的积极意义。

北大成立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

本报电（记者熊建） 近日，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各地陆续对重点人
群开展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为了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疫苗预约接种
服务，腾讯健康日前上线了新冠疫苗接种便民服务专区，整理收录了全国
各地官方新冠疫苗紧急接种预约登记的入口，为有接种需求的人群提供接
种政策、预约接种入口、接种点查询，以及新冠疫苗科普等便民服务。

打开手机微信—我的—支付，点击“医疗健康”，或者直接在微信顶部
搜索“腾讯健康”小程序，进入“腾讯健康—疫苗—新冠肺炎疫苗”，即可
找到新冠疫苗接种便民服务专区。目前，市民可以方便地查询到全国6个省
份 11 个城市新冠疫苗紧急接种点的地址、接种服务时间、联系电话等信
息；在部分开放接种预约的城市，市民还能获得详细的接种预约指引。

现阶段，新冠疫苗紧急接种工作主要针对部分从事进口冷链、口岸检
疫、生鲜市场、交通运输、医疗疾控等工作的重点人群开展。在新冠疫苗
接种便民服务专区中，市民不仅可以了解到当地最新的新冠疫苗紧急接种
政策，也可以获得如“我是否符合新冠疫苗紧急接种条件”“新冠疫苗会有
什么副作用吗”“哪些人群不建议接种新冠疫苗”等权威资讯与科普知识。

腾讯上线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区

本报电 （陈得） 日前，由清华大
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万科公共
卫生与健康学院联合研究编写的 《清
华城市健康指数》 正式对外发布。本
次研究构建起了一套科学、客观的城
市健康度量标尺，并首次实现中国 80
个主要城市综合健康水平的全景评估
考核，为当前和新时代城镇化高质量
发展提供启发和借鉴，助力“健康中
国”战略深化推进。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表
示，伴随城镇化发展步伐加快，中国
城市在面临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
的“城市病”同时，还面临人口老龄
化、亚健康状态及慢性病、精神性疾
病的大幅攀升等问题，而近年来各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对城市建设和
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执行副院长尹稚指出，此前国内缺乏一
套覆盖全国且可横向比较的客观评估城
市健康水平的标准，“清华城市健康指
数”瞄准这一空白，实现了可度量、可
比较、多主体、多环节的中国主要城市
健康评估“从0到1”的突破。

“健康城市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
是一个最终结果。”尹稚说，“清华城
市健康指数”将通过长期并持续更新
的评估监测，为城市健康发展提供科
学决策依据；并推动形成全民关注、
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树立文明健康生活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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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9日，山东省东营市广饶街道老年人养护中心老
人在医护人员指导下科学健身。该中心先后被评为全国“敬老文
明号”、山东省首批医养结合典型案例。

东营市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成为山
东省第二批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市，率先实现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单
位市、县两级全覆盖。

刘智峰摄（人民视觉）

医养结合

呵护老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