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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健康的表述引发各界关注、新

冠病毒感染将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17部

门印发意见要求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回望

过去一年，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些与健康有关的事情。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2022年的健康记忆。从

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社会各界、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

为健康这个1而共同奋斗。因为大家深信，当千万个人的

健康、千万个家庭的健康、千万个社区的健康汇聚起来，

那就是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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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中医药
这么干

2022 年 3 月 29 日，《“十四五”
中医药发展规划》（简称“《规划》”）
印发，对“十四五”时期中医药工作
进行全面部署。这是首份以国务院
办公厅名义印发的中医药发展五年
规划。

《规划》 明确，到2025年，中
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完
善，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积极成
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
得到充分发挥。

围绕医疗、科研、产业、教
育、文化、国际合作等中医药发展
重点领域，《规划》 部署了十方面
重点任务。

降低生孩子养孩子成本

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简称“ 《指导意
见》 ”） 发布，要求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推动实现适度
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指导意见》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
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加强宣传引导和服务管理等7个
方面，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提出 20 项具体举措，可谓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
虑，切实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实施母婴安全行动
提升计划，推进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各省、市、县级均应设置1所政
府举办、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机构；实施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十四
五”期间，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开展10个左右儿科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项目，促进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扩大分娩镇痛试
点，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完善
生育保险等相关社会保险制度，推动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维护妇
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这些政策的落地，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为推动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2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卫健
委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根据公告，经国务院批准，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解除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采取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
病预防、控制措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不再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

管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2022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关于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的总体方案》。方案指出，综合评
估病毒变异、疫情形势和我国防控
基础等因素，我国已具备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

“乙类乙管”的基本条件。
根据方案，2023 年 1 月 8 日

起 ，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实 施
“乙 类 乙 管 ”。 依 据 传 染 病 防 治
法，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
隔 离 措 施 ， 不 再 判 定 密 切 接 触
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对新
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
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检测
策略调整为“愿检尽检”；调整疫
情信息发布频次和内容。依据国
境卫生检疫法，不再对入境人员
和 货 物 等 采 取 检 疫 传 染 病 管 理
措施。

实施“乙类乙管”后，我国防
控工作目标将围绕“保健康、防重
症”，采取相应措施，最大程度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

这是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
一次重大调整。

新冠病毒感染改为“乙类乙管”

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加快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拓展社区托育服
务功能，切实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图为2022年10月13日，繁昌区城关幼儿园，早托班的孩子正在津津
有味地吃早餐。 杨 华摄 （人民视觉）

千家县医院入选
“千县工程”

县医院是我国百姓看病就医的
关键环节，在县域医疗服务体系中
起“龙头”作用，在城乡医疗服务
体系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022 年 4 月 21 日，国家卫健
委 印 发 了 《首 批 纳 入 “ 千 县 工
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的
县医院名单》，1233家县医院脱颖
而出，成为首批“千县工程”示
范单位。

这一名单背后，是一项国家重
大战略的实施落地，即力争通过 5
年努力，全国至少 1000 家县医院
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水平，
为实现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打下坚实
基础。这也是 2021—2025 年，国
家对于县域医疗质量提升工程的总
体目标。

国家卫健委表示，将组织县
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评估，根据评
估情况和有关要求，中期调整县
医 院 名 单 。 对 未 参 与 “ 千 县 工

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
但能力提升明显并符合推荐条件
的县医院，可经省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推荐纳入；对在县医院名

单内，但工作进展不明显，经中
期评估与达到三级医院服务能力
目标差距较大的县医院，将从名
单中剔除。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大力推进城乡医疗均质化体系建
设，把县级医院的诊室和病床延伸到村卫生室，让群众在村里就能看专家。

图为2022年6月7日，龙里县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田广将远程诊断系统
推入病房。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2022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医师法》正式实施，重点围
绕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执
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医师法》同时废止。

为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场
所的救治活动，《医师法》 明确，
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
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
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就以法
律的形式保护了医生救人免责的
权益，让医生在公众场合出手急
救无后顾之忧。

为更好保护医师权益，《医师
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体现医师
职 业 特 点 和 技 术 劳 动 价 值 的 人
事、薪酬、职称、奖励制度。在基层
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医师，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津贴、补贴
政策，并在职称评定、职业发展、
教育培训和表彰奖励等方面享受
优惠待遇。

更好地保障医师合法权益

图为2022年8月18日，河北省遵化市中医医院的医生在参加急救技能
比赛。 刘满仓摄 （新华社发）

连日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中医医院通过开设发热门诊、线上问诊等
服务，充分诊察发热患者病情，为患者开具中药处方、熬制中药汤剂。

图为2022年12月26日，在沂南县中医医院中药房，药师正在调配中药
方剂。 王彦冰摄 （人民视觉）

图为2022年12月27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义岗川镇东南村，镇村签
约医师进村入户为高龄老人进行体检并宣传防疫知识。

张子斌摄 （人民视觉）

图为2022年12月27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义岗川镇东南村，镇村签
约医师进村入户为高龄老人进行体检并宣传防疫知识。

张子斌摄 （人民视觉）

第七批国家药品
集采平均降价48%

2022 年 7 月 12 日，在国家医保
局等部门组织和指导下，全国各省
份组成采购联盟开展第七批国家组
织药品集中采购。结果显示，6家国
际药企的6个产品中选，211家国内
药企的 321 个产品中选。拟中选药
品平均降价 48%，按约定采购量测
算，预计每年可节省费用185亿元。

药品、耗材的集中采购对促进
医保医疗领域达成均衡状态，特别
是在提高用药水平、促进药品耗材
价格合理回归、引导医药产业和医
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方面，起到了比
较明显的促进作用。集采的常态化
推进，有效保障了患者用得起、用
得上优质常用药，稳住了医疗安全
的“基本盘”。

《药品网络销售监
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
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
法》） 正式施行。

从规定“药品网络销售企业
应当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
经营范围经营”，到指出“通过网
络向个人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
保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实行
实名制”，《办法》 为药品网络销
售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合规指引，
对于进一步规范药品网络销售行
为，保障网络购药安全具有重要
作用。

图为2022年6月10日，位于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的浙江花园药
业有限公司针剂和固体外包车间内，工人在从事生产工作。

近年来，花园药业公司先后 5个产品中选国家药品集采和广东联盟集
采。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包康轩摄 （人民视觉）

图为2022年4月20日，快递配送员到上海市金山区海汇街一家药店拿
取药品。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