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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民 共 享 健 康 生 活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海口药谷”长大了
本报记者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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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新疆伊犁边境管理支队开干沟边境派出所派出有行医资格的民新疆伊犁边境管理支队开干沟边境派出所派出有行医资格的民

警警，，为边境牧区牧民免费体检诊疗送药为边境牧区牧民免费体检诊疗送药。。 王鹏飞王鹏飞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医生为患者做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医生为患者做手术（（视频截图视频截图）。）。此次手此次手

术采用的是国家集采后的心脏支架术采用的是国家集采后的心脏支架。。 （新华社发）

图图③③ 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湖西区健康产业园内，由国有企业天津旅游集

团开发建设的大型养老社区康宁津园。2015 年开园至今，已有 1500 余名老人

入住。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关

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卫生健康体系，我国卫生健康

事业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迈进，健

康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0 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总量持续增长，医

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形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

网。2021 年，全国总诊疗量达 85.3 亿人次，医疗服务总

量居世界第一，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10 年前的 8.8%

提高到 25.4%，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8.2 岁，主要健

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基层服务能力不断加强

10 年前，云南怒江村医邓前堆因自学溜索跨江出诊，

被称为“索道医生”。2015 年溜索改桥，桥建成了，通了公

路，他买了人生第一辆车，开始了驾车巡诊之路。现在邓前

堆有了一个新身份——家庭医生。“这几年村里的医疗条

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前堆介绍，新的村卫生室建

起来了，乡村医生从最初的 1人增加到 4人，村里有慢性病

的患者，都成了家庭医生的签约患者，每个季度都要随访，

乡亲们“小病小痛不出村”的目标基本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

作方针，将“以基层为重点”放在首要位置。10 年来，不

仅县医院医疗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网络不断健全。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建有各类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近 98 万个，卫生人员超过 440 万人，实现街

道、社区，乡镇、村屯全覆盖。全国已基本实现所有地市

和县（市、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超过 42 万个

家庭医生团队。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显示，90%的

家庭 15 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点。

人才是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10 年来，我

国累计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7 万余人，其中 3.5

万人已到基层服务；完成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23 万余人

次；增设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15.4 万人考取

相应资格；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中的执业医师和助理执业

医师数量从 100.9 万人增加到 161.5 万人；实施基层卫生

人员能力提升项目，培训各类基层卫生人员 59 万人⋯⋯

为了引导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我国全面推开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在全国 800 多个县（市、区）开展

试点，实行医保打包付费，推动资源下沉，促进医防融

合。在引导医共体提升医疗能力的同时，将更多工作转

向疾病预防，县域内住院人次占比和居民医保报销比例

稳步提高。加强远程医疗和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基层

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同质。试点县医疗服务效能提高，

县域内就诊率超 90%，“强县域、强基层”作用开始显现。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运行新机制更加完善。”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聂

春雷介绍，为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国家卫生

健康委先后开展“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群众满

意的乡镇卫生院”“优质服务基层行”等活动，出台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力标准，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

件，提档升级设施设备。目前，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

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

保定点范围。目前基层诊疗量占比长期保持在 50%以上。

服务质量和可及性全面提升

硬币大小的药片变成芝麻大小，一个不起眼的试剂

盒能筛查 691 个神经母肿瘤驱动基因和精准用药基因，

小小的传感器可通过 AI 系统预警先心病⋯⋯今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

医院的一批重量级科技成果亮相，体现了我国儿科医疗

领域的创新服务水平。“儿科医疗领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得益于国家近年来对儿童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国家儿

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

倪鑫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儿童医疗服务

网络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连续两个周期推出健康儿童

行动计划，《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通过科技重

大专项投入 5.74 亿元支持儿童用药品研发，一系列举措

大大提升了儿童健康服务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和均衡布局，构建了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创造性

地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深化医疗联

合体和县域医共体改革，医疗服务模式和医学技术加速

创新发展，服务能力明显提升。近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呈

现出“四升一降”的趋势：医疗资源供给持续提升，医疗服

务效率提升，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质量稳中有升，抗菌药

物临床合理应用水平不断提升，住院死亡率持续下降。以

个体化为典型特点的现代医疗技术在临床广泛应用，罕

见病诊治实现了一系列“零的突破”。2018 年，5 部门联合

发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明确了 121 个罕见病病种。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 324 家医院参加的全国罕

见病诊疗协作网，基本形成罕见病三级防控体系。截至目

前，通过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转诊的患者已超过千例，

罕见病患者平均确诊时间从 4 年缩短到 4 周。

随着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我国

产生了一批达到或引领国际先进水平的医疗技术。以新

冠疫情防控为例，基于国家重大专项积累的药物筛选、疫

苗研发、临床评价的平台和团队，我国很快推动中和抗

体、化药和中药等成功上市，阿兹夫定作为我国首个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拥有全球专利的治疗新冠肺炎口服

药物已于今年 7 月获批上市，为全球疫情防控作出中国

贡献。在疫苗研发领域，我国设计了 5 条技术路线，组织

了优势团队进行科技攻关，为新冠疫苗大规模生产打下

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我国还首创了全球首个高生

物安全风险疫苗生产车间技术标准。

围绕看病就医过程中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10

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多措并举，着力改善医疗服务。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介绍，国家卫健委在全

国推广预约诊疗、多学科诊疗、临床路径管理、优质护理服

务、日间手术、分娩镇痛等一系列改善医疗服务的举措，同

时推进远程医疗服务和智慧医院建设。截至目前，全国

50%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已开展预约诊疗服务，超过 4800

家医院能提供精准的分时段预约诊疗。此外，针对“诊断

难”问题，2000 多家医院可提供多学科诊疗的服务模式。

为缓解“手术难”，近 60%的三级公立医院和 36%的二级公

立医院开展了日间手术，患者当天即可出院。国际权威医

学期刊《柳叶刀》对 195 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质量和可及性

排名显示，1995 年我国位列第 110 名，2016 年提高到第 48

名，是全球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多层次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以前我们最怕的就是生病，现在国家的好政策

让我们心里有了底。”甘肃天水居民王惠介绍，自己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每月的药费都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现在我们的医药费不仅大部分能报销，而

且即时到账。”就医费用的减少和就医体验的改变都

是国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带来的红利。随着医

改举措接连落地，一张覆盖城乡、相互衔接、多层次

的医疗保障网正在织牢织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强全民医疗保障制度顶

层设计，推动医疗保障事业改革发展取得突破性进

展。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

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共

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更好

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化医疗保障需求。截至 2021 年

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6 亿，参保覆盖面

稳定在 95%以上，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

保障体系。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

用支付比例分别为 80%和 70%左右，基金年收支均

超 2万亿元、惠及群众就医超 40亿人次。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稳步提高，对破解群

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支持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 2018 年以来，我国已开展 7 批全国药品集采，

共覆盖 294 种药品，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超 50%，

前 6 批集采累计节约医疗费用超 2600 亿元，第

7 批集采预计每年将节约 185 亿元。不仅如此，

近年来，国家医保目录谈判力度不断加大，逐步

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范围。2021 版

药品目录品种增至 2860 种，67 种谈判药品平

均降价 62%。截至 2021 年底，14.2 万家医药机

构供应谈判药品，国谈药全年累计惠及患者

1.4亿人次、减负 1500亿元。

全 国 跨 省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工 作 稳

步推进，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普通门

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规模不断增大，门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开 展 顺 利 ，越 来 越 多 的 参 保 群 众 享 受 到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目前，所有

统 筹 地 区 都 已 开 通 住 院 和 普 通 门 诊 费

用 跨 省 直 接 结 算 ，截 至 2022 年 4 月 底 ，

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达到 20.53

万家。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全国住院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 159.56 万人次，全国门

诊 费 用 跨 省 直 接 结 算 671.56 万 人 次 。

跨省异地就医备案网上办、掌上办，群

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作为海南医药产业集群高地，10 年来

海口国家高新区加快培育国家级生物医

药产业平台、加快打造“1 个千亿+4 个百

亿”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叫响“海口药谷”

品牌。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市场对健康产业的需求日益旺盛。海口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瞄准市场需求，

凭借自贸港优惠政策及得天独厚的地理

优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建立“企业

秘书”等制度体系，全力服务企业发展、加

快建立审评审批优先通道等，吸引了众多

来自国内外的医药企业入驻，为推动产业

集聚创新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海口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确立了头部企

业招引、企业倍增、药械品种培育和引进、

新业态培育、平台支撑、飞地经济、精准服

务、产城融合“八大行动计划”，重点在培

育高端医疗器械产业新增长点、加快推进

化药为主的医药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精

准发力。

截至 2021 年，海口国家高新区已入驻

医药生产企业 89 家，其中上市公司 9 家，药

品批准文号 2729 个；医药产业从业人员

2.4 万人，华熙生物、修正药业、成都倍特药

业等知名企业陆续签约落地，高新区在全

国生物医药园区百强榜排名上升至第 29

位，特色和优势凸显。

“生物医药产业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四

大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

海南的新兴支柱型产业。齐鲁制药的发展

壮大，是海南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丁晖表示。

“企业近 10 年的发展见证了海南生

物 医 药 产 业 的 进 步 。 在 政 策 支 持 下 ，公

司近年来快速成长，产值从 2008 年的 80

余万元快速增长至 2021 年的 33.22 亿元，

年 平 均 增 速 89.28% ，纳 税 合 计 17.07 亿

元 。 去 年 ，公 司 共 投 入 2.9 亿 元

到 研 发 领 域 ，比 上 一 年 增 长

71.5%。”齐鲁制药（海南）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刘 文 民 表

示 ，未 来 ，公 司 将 加 大

科研投入，引入高端

设 备 ，确 保 产 品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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