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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两会召开之际，相关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工作实
际，就织密织牢公共卫生防护
网、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能力等话题建言献策。

集中优质医疗资
源提升患者的治愈率

在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主任杨林花
看来，中国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中应急反应比较迅速，体现出中
国动员、响应机制的优势。各地
的援助给了武汉等疫情突发地极
大帮助，鼓舞了士气，体现出党
中央的英明决策。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
学总医院院长金群华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宁夏累计报
告确诊病例 75例，已全部治愈出
院。100%的治愈率一定程度上得
益于宁夏坚持“集中专家、集中
区域、集中救治”的原则，通过
集中优质医疗资源提升患者的治
愈率。

“我参加了自治区的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很多措施
是多部门配合的。”金群华说，比
如宁夏各地“就地过年”政策落
实有效，全面组织落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卫生健康部门合理
安排节日期间医疗服务，核酸检
测机构全部正常提供服务，宣
传、文化旅游、市场监管、商
务、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强
化了职责落实。

据杨林花介绍，山西平时维
护运行的传染病负压病房对本地
疫情防控起了重要作用，取得了

“确诊病例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
染”的“双零”战绩。疫情以
来，群众的防控意识显著加强，
疾病预防控制等机构的基础设施
相比以前更加完善，医院公共卫
生物资储备意识得到提高。

提升社区健康治
理能力，加强人才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丰台区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
表示，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
阵地，在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筛查治疗、流调随访中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取得了突出成

效。但也暴露出短板和不足。
近年来，基层资源被虹吸、

医疗服务能力削弱、空心化现象
的存在，影响了社区健康治理能
力的提升。“需要我们加快补短
板、堵漏洞、强弱项，尽快建立
起符合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和社区
发展规律的综合治理体系，社区
应形成常态化防控方案，筑牢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第
一道防线。”吴浩说。

金群华认为，目前的主要问
题不仅是临床医护人员短缺，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人才缺
口也不小。

杨 林 花 表 示 ， 基 层 医 务 人
员，尤其是县乡等基层医务人员
的公共卫生素质需要不断加强。
为防止疫情在农村地区反弹，对
于医务人员公共卫生知识与能力
的后续培训应该常抓不懈。

“乡村医生是一支具有中国特
色、数量庞大的农村基层医疗服
务队伍，在守护基层民众健康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杨林花说，建
议提高乡村医生待遇，完善村医
退休制度；建立健全村医考核奖
惩机制，多劳者多得，绩优者多
得；加强政策导向，鼓励更多医
学生到乡村基层就业。

在金群华看来，医学生教育
的重点是着力深化公共卫生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大公共卫
生危机应急医学人才培养力度，
培养急需的疫情形势研判和传播
规律研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实验室检测等方面的人才。

建立完善多方参
与的公共卫生预防体系

建设健康社区是吴浩关心的
事情。他认为，一是要建立健全
组织管理体系，实行属地健康责
任落实制度。在社区层面由街乡
居委会牵头，组织各职能部门建
立健康管理委员会，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提供健康服务技术支持，
引导居民主动关注健康。

二是要各方配合，统筹规划
建筑设施。增设公共绿地、体育
设施、公共文化区域，实现居民

“透窗可见、推门可入”的环境，
把体育锻炼、文化促进和健康融
合在一起，融合人际关系，增进
居民身心健康水平。

三是要把准社区医疗机构功
能定位，防治结合。加强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建设，设置发热哨点
和发热门诊，深入做好传染病防
控和慢病防治工作，全科医学和
中医学统筹协作。

四是要充分发展互联网+健

康服务，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在社区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的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
信息化开展线上健康服务，家庭
医生根据患者情况进行视频诊疗
或远程医疗，减少患者到医院的
次数，减少交叉感染。

杨林花建议，建立完善多方
参与的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加强
应急设施资源的储备。“公共卫生
事件不只是疾控部门的事情，医
院、流调人员、实验室，甚至媒
体，都应该参与进来，理顺机
制，快速反应。同时不断加强医
务人员公共卫生素质培训。”杨林
花说。

全国政协委员王贵国认为，
当代国际卫生秩序的建立与发展
始于欧美各国遭受流行病肆虐后
的合作，并由此产生了包括泛美
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
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可以说，当
代国际卫生秩序是当代国际法与
国际秩序发展的缩影，并以现代
国际法原则为基石。中国可在现
有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的制度
的基础上，以“一带一路”倡议
为依托，搭建公共卫生合作平
台，补充现有国际卫生制度的不
足，以更好地应对将来的大型流
行病风险，最终服务于人类健康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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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李彦彬） 3 月 1 日，《鲜炖燕窝
良好生产规范》 系列标准在京发布，此系列标准
是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归口，由小仙炖鲜炖
燕窝牵头，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多家权威机
构、知名高校及鲜炖燕窝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
同起草。

原国务院参事、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郎志
正，原国家质检总局总工程师、中国质量万里行
促进会会长刘兆彬，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执行
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华等专家及标准联合起草单
位代表出席了发布会。

燕窝作为中式滋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
显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2019
年中国燕窝行业白皮书》 显示，燕窝整体市场规
模达到约3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呈现
高速增长态势。该系列标准对原料燕窝管理、生
产加工、物流配送等全链条中各个关键环节进行
严格规范，填补了行业中对生产过程进行标准化
控制管理的空白。

王建华表示：“该系列标准由中国产学研合作
促进会发布，整合了行业领军企业、关联的科研
院所和高等院校、行业协会及相关机构，通过
产、学、研、金、服、用创新融合，从源头到终
端，实现全产业链的协同和覆盖，能够真正有效
推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和产业化，对于推进该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年来，小仙炖始终聚焦于产品创新与研
发，创新鲜炖燕窝品类，为消费者带来新鲜、营
养、便捷的燕窝体验，开启了燕窝滋补新时代。
作为行业内率先获得鲜炖燕窝方便食品SC生产许
可的生产企业，小仙炖为了保证其鲜炖燕窝产品
的稳定高品质，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进行标准化
建设，打造了从原料管理、生产加工到物流运输
的全产业链管控标准。

目前，鲜炖燕窝品类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
的认可。小仙炖董事长、CEO 苗树表示：“小仙
炖始终秉持传承中式传统滋补文化。未来，小
仙 炖 将 持 续 夯 实 自 身 供 应 链 体 系 的 完 整 、 高
效 、 标 准 化 建 设 ， 以 责 任 引 领 行 业 高 标 准 发
展，带领鲜炖燕窝产业链合作伙伴携手共谱中
式滋补新篇章。”

一流企业做标准。小仙炖以标准撬动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发展，在为消费者提供新鲜、营养的
燕窝滋补体验的同时，为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促
进作用。

与会专家认为，此次标准的推出为燕窝行业
进一步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相信随着标
准的不断完善，以燕窝为代表的中式滋补产品将
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鲜炖燕窝全产业链

质量管理标准发布

2月20日，医务人员在江苏南通六院核酸检测PCR实验室进行样本扫码录入。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