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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 湖南省援沪中医医疗队员安全抵达隔离
酒店。 与上海人民并肩作战 38 天后， 湖南省援沪中医医
疗队 606名队员圆满完成任务， 返回湖南。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钟峰 摄影报道

38 天温暖守“沪”！
湖南省援沪中医医疗队凯旋

��������5月 24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京召
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系列第四场新闻发布会， 介绍党的十八
大以来健康扶贫工作成效以及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进展。 一个个真实的故
事、 一幅幅生动的照片、 一组组翔实的
数据， 展示了中国大地摆脱疾病和贫困，
走向乡村振兴的十年之变。

1000万户摆脱贫困
2000万人“挺起脊梁”

脱贫攻坚之初， 因病致贫、 因病返
贫贫困户近 1000 万， 占建档立卡贫困户
总数的 42%。 国家卫生健康委乡村振兴
办主任、 财务司司长何锦国介绍， 为了
将帮扶措施落实到人、 精准到病， 国家
卫生健康委组织动员全国 80 多万名基层
卫生人员， 逐户、 逐人、 逐病全面摸清
农村贫困人口患病情况。 在此基础上，
建立全国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 对每
一名贫困患者建立救治工作台账， 实行
精准分类救治。 截至 2020 年年底， 累计
救治 2000 多万人， 曾经被病魔困扰的家
庭挺起了脊梁。

截至目前， 已经对 290 万患大病的
家庭进行了专项救治， 对 1216 万因患慢
病致贫的家庭开展了慢病管理。 通过对
农村贫困家庭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2017 年的
10.64%提高到 2020 年的 20.02%。

此外， 全国包虫病流行得到基本控
制， 地方病总体得到有效控制， 长期影
响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疾病得到基本消
除。

增强医疗服务能力
拔除因病致贫“穷根”

何锦国介绍， 脱贫攻坚期间， 中央
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1.4 万亿元， 支持脱
贫任务重的 25 个省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 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700 多亿
元， 支持贫困地区所在省份 15 万多个医
疗卫生机构的项目建设。 通过免费培养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适当放宽艰苦边
远地区人才招聘条件， 进一步拓宽人才
入口关。 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 累计
招聘 3000 多名全科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工
作。 通过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持续巩固乡村医生
队伍。

对于贫困地区县级医院， 国家卫生
健康委组织 1007 家城市三级医院与
1172 家贫困县县级医院结对帮扶， 医务
人员在基层蹲点服务 11.8 万人次， 着力

“传、 帮、 带”。 远程医疗覆盖所有贫困
县并且向乡镇卫生院延伸。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 一
级巡视员诸宏明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卫生健康委贯彻落实 “以基层为重
点” 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 推动医疗卫
生工作重心下移、 资源下沉。 以县域为
单位， 根据服务人口和半径， 合理布局
医疗卫生机构， 健全服务网络， 打造 15
分钟的医疗卫生服务圈。 截至 2021 年年
底， 全国共建成县级医疗卫生机构 2.3
万个、 乡镇卫生院 3.5 万个、 村卫生室
59.9 万个， 实现了县、 乡、 村全覆盖。

何锦国表示， 我国全面消除了乡村
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 “空白点”， 历史性
解决了部分地区的基层缺机构、 缺医生
问题， 农村群众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的目标基本实现。

投身健康乡村建设
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何锦国介绍， 2021 年， 国家卫生健
康委联合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等 13 个部
门印发了 《关于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明确
目标任务， 在 “四个不摘” 的基础上调
整优化政策措施， 持续巩固拓展健康扶
贫成果，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健康保障。

何锦国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
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的基础上， 建立
了全国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 指
导各地摸排完成了易返贫致贫人口的健
康和保障情况。 针对脱贫不稳定户、 边
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等易返贫
致贫人口开展动态监测。 精准落实大病
专项救治、 慢病签约服务等帮扶措施，
切实防止出现规模性因病返贫。

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
加强和优化政策供给， 将巩固衔接工作
同深化县域综合医改统筹推进， 进一步
完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加强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农村卫生
健康服务质量和效率， 从源头上预防因
病致贫返贫。

“新时期， 中央又明确了 160 个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 何锦国说。 接下来，
卫生健康领域现有支持脱贫地区的各类
政策、 资金和项目在过渡期内保持总体
稳定， 并向 160 个重点县倾斜。 同时，
结合落实健康中国行动计划， 进一步推
进健康村、 健康乡镇建设， 真正使乡村
成为宜居的健康乡村。 文 /高艳坤

携手共绘健康乡村美丽画卷

详见 06版

弘扬政法主旋律·唱响政法最强音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
媒体记者 曾雨田） 5 月 25 日
上午， 《法制周报》 更名为
《湖南法治报》 暨主题采访报
道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省
委政法委副书记何俊峰 ， 省
政府新闻办公室 副 主 任 黄
海，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范文彬，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
组副书记 、 副院长邬文生 ，
省司法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
长方华堂， 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一级高
级检察官杨鸿， 省公安厅二
级巡视员方土林， 以及湖南
日报社 （集团公司） 领导等
为 《湖南法治报》 创刊按下
启动键。

何俊峰指出， 《法制周
报》 更名为《湖南法治报》， 更
加精准地贯彻了中央精神， 更
加凸显了地方法治媒体的品牌
特色。 从 “制” 到 “治”， 一
字之变， 是理念之变、 思路之
变， 更是发展之变、 格局之
变， 体现了报社主动适应时代
新发展、 满足群众新需求的时
代精神， 彰显了宣传贯彻社会
主义法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媒体价值
和法治担当。 期待 《湖南法治
报》 主动适应传播格局新变化
和传播技术新发展， 在新的起

点上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响， 持
续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用好政法资源 “富矿”， 弘扬
政法主旋律， 唱响政法最强
音。

黄海表示， 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把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
为首要任务， 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 坚持守正创新。 要讲
好湖南法治故事 、 讲好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湖南故事。 以
法治为旗帜， 以人民为中心，
积极反映社会治理和民主政
治建设，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关切， 用饱含真情的笔抒写
为民情怀， 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
要坚定信仰， 践行 “四力”，
着力建设过硬的法治宣传队
伍。 深化 “走转改”， 面向基
层一线， 创作更多沾泥土带
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品。

“平安湖南·法治湖南基
层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湖南实践” 两大主题采访报
道同步启动 。 在接下来的 3
个多月时间， 采访组将向全
国推介政法综治工作、 法治
湖南建设的典型经验和湖南
各级人大深入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丰硕成果。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专家：尽量不要改变月经周期
中高考遇上“大姨妈”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