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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
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截至2023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
至 4.5‰，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
6.2‰，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5.1/10万，
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
国家前列。国家卫健委日前举办新闻
发布会，介绍了我国全面推进卫生健康
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

“近年来，国家卫健委积
极发挥医改的牵头统筹协调
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医
疗、医保、医药的改革协同，推
动医改取得新的成效。”国家
卫健委体改司副司长庄宁说。

自从 2009 年，我国启动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
来，一直积极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据庄
宁介绍，具体做法就是通过
布局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建强有关临床重
点专科，破解群众跨区域就
医难题。

据统计，前四批76个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了460多个
专科、开展医疗新技术 6200
余项，患者外转就医平均较建
设前下降了约三成。县域内
常见病、多发病就诊率达到
90%以上。30个省份建成了
省一级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
全国批复设置了2700余家互
联网医院。

“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等工作，整合优化资源，
探索为群众提供一体化、连续
的医疗卫生服务。”庄宁说，在
医保方面，进一步健全全民医
保制度，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提高到640元，职工医
保普通门诊保障水平不断提
升；在医药方面，深入拓展药
品耗材集中采购的广度和深

度，进一步降低虚高价格。同
时，修订完善医保药品目录，
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加快临床
急需短缺药、儿童用药、创新
医疗器械注册上市，努力满足
群众的用药需求。

分级诊疗制度是我国深
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国
家卫健委紧紧围绕‘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的制度框架，以医联体
建设为载体，以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分级诊疗为突破
口，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构建
更加科学的分级诊疗格局。”
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
辉说。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共
建成各种形式的医联体1.8万
余个，全国双向转诊人次数达
到3032.17万，较2022年增长
了9.7%。

为进一步解决群众看病
就医的问题，国家卫健委将积
极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建设试点，推动形成科学有序
的就医格局和系统连续的诊
疗格局；鼓励各地探索建设

“智慧医联体”，推动医联体内
医疗机构信息互通、数据共
享、智慧互联、结果互认；继续
会同中央组织部做好医疗人
才“组团式”支援工作，包括援
藏援疆援青，和对158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民医
院的帮扶工作。

全国建成医联体1.8万余个

近年来，我国疾控工作取得重大
进展，疾病预防控制能力不断提升，
传染病各项综合防控措施得到积极
落实。

“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应急管理
体制机制不断优化，基本形成了以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为龙头，涵盖多
个病种，覆盖国家、省（区、市）、市、县4级
传染病应急预案体系；依托国家和省
级疾控中心，组建了20支国家突发
急性传染病防控队，覆盖了17个省
份。”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副司长秦兴
强说。

“十四五”以来，中央预算累计安
排131亿元，用于支持国家、省（区、

市）、市、县4级疾控体系建设。2023
年，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下
拨疾控项目经费176.87亿元，用于重
大传染病、地方病等防控工作。

据秦兴强介绍，我国传染病网
络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从原来
的5天缩短到现在的4小时，国家层
面建立了72小时内快速鉴定300种
病原体的技术体系，100%的省级和
90%的市级疾控中心具备核酸检测
和病毒分离能力。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率维持在90%以上。通过合理布
点、网上预约、上门服务等方式，不
断提升预防接种服务的可及性和便
利性。

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我国传染

病防控成效显著，公共卫生防护网进
一步筑牢织密。在新发突发传染病
防控方面，新冠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
决定性胜利，人禽流感、鼠疫等传染
病疫情得到有效处置。在重大传染
病防控方面，重点地区艾滋病疫情快
速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结核病
死亡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血吸虫病流
行县全部达到传播阻断状态；麻疹、
乙脑等多种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发
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推进智慧
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建
设，以新发突发传染病为重点，不断
提升传染病早期发现、科学评估、及
时预警的能力。”秦兴强说。

公共卫生防护网进一步筑牢织密

去年，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
实施方案发布。国家中医药局、国家
卫健委、国家发改委已牵头会同各相
关部门建立了跨部门工作机制，中央
资金投入近130亿元，推动重点任务
和重大工程项目基本实现“双过半”。

“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增至4万多个。”国
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副司长欧阳波说，
据初步测算，2023年中医类医疗卫生
机构总诊疗量12.8亿人次，出院人数
为4148.6万，中医药在服务百姓健康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医药传承创新方面的工作得
到稳步推进。据欧阳波介绍，目前已
建设46个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
遴选发布50个中医治疗优势病种、
52个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100项适
宜技术和100个疗效独特的中药品
种。《中华医藏》首批“养生卷”74种图
书正式出版，标志着中医古籍编撰工
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中医药特色人才队伍不断壮
大，培养50名岐黄学者、500名全国
中医临床优秀人才、100名青年岐黄
学者、35个中医药创新团队，建设
321个高水平中医重点学科。”欧阳

波说。
在这些措施的指引下，中医药影

响力和传播力持续提升。《中国中医
药大会》、“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展
览等中医药文化精品广受社会关注，
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
持续提升，达到22.56%。中医药内容
纳入我国与白俄罗斯等9国联合申
明，以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
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建设的国
际传统医学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成功
获认世界卫生组织一级注册机构，中
医药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赞誉。

据《人民日报》

中医药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赞誉

→日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中医
医院的医师在抓配中药。

李秀清 摄（新华社发）

↑图为不久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陈源村卫生室村
医刘宇峰为村民检查身体。 周亮 摄（人民视觉）

↑图为不久前，在江苏省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医
疗专家在为当地群众义诊。 陈少帅 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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