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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要聞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機制
築牢人民生命安全防線
會上，12位委

員與特邀代
表圍繞重大疫情防
控的預警機制、救
治體系、科技支
撐、物資保障等建言
資政。140多位委員
在全國政協委員移動
履職平台上發表意見。
大家認為，人類歷史就是
一部人類與傳染病的鬥爭
史，任何國家的疫情防控機
制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大
家充分肯定我國公共衞生體系建設
取得的長足進展，高度評價我國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的重大戰略成
果，也指出了我國疫情防控機制存在
的一些薄弱環節。

加強頂層設計釐清定位責任
委員們建議，要充分發揮我國的政治和制度優勢，
從頂層設計上釐清各級政府、公共衞生和醫療機構、
相關科研單位和企業在疫情防控中的功能定位和相應
責任。要建立健全靈敏高效、多點觸發的傳染病上
報、監測、預警機制，打通醫防融合信息通道，加強
醫療機構感染科、呼吸科、急診科建設，更好發揮基
層醫療衞生機構哨點作用，築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
線」。要完善救治體系，合理布局若干公共衞生事件
應急醫療救治中心，在綜合醫院、大型公共設施新建
或改建中充分考慮平時和戰時兩用需求，使其具備快
速轉換為救治和隔離場所的條件。要健全醫療應急物
資保障制度，科學確定物資儲備品類、規模、結構，
建設物資保障大數據平台，做到平時滾動使用、戰時
高效調配。要強化疫情防控科技人才支撐，加強藥
物、疫苗、救治設備科研攻關，整合優勢資源建設國
家生物安全技術創新中心和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完善
中西醫結合的傳染病防控體系，大力培養公共衞生人
才。要完善傳染病防治相關法律法規，加大法律和科
學知識普及力度，增強全社會防疫抗疫意識。

「防」是最有效和最經濟的健康策略
當疫情來襲，醫療救治工作是擺在第一位的，
但從長遠看，「防」是最有效也是最經濟的健康
策略。而衞生防疫是一個「細水長流」的領域，
投入並不能馬上見效，這導致重治療輕預防成為
普遍現象。
做好「防」的工作，首先要解決投入長期不足
的問題。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張茅委員建議建
立適合我國國情、可持續的公共衞生投入長效保
障機制，保障好疾控工作經費和醫療機構承擔公
共衞生任務等方面的合理經費足額到位。他還建
議順暢「醫」「防」之間人員、信息和資源的交
流機制，實現防控與救治信息共享，通過建立公
共衞生責任清單強化各級各類醫療衞生機構的疾
病預防控制職責。
談到醫防融合，來自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同濟
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院長胡豫委員特別有感觸。
他說，協和醫院與二級醫院、社區衞生服務中心
共同組成了武漢市江漢區緊密型醫聯體，為疫情
之下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取得決定性成果貢
獻了力量。胡豫認為，相對於疫情過後盲目擴大

傳染病醫院規模的粗放做法，更「精準」的方式
是合理布局醫聯體，充分發揮龍頭醫院的多學科
建設能力和臨床救治能力、發揮基層醫療衞生機
構的篩查和預防作用。對此，曾在武漢一線參與
抗疫的吳浩委員也有相似觀點，他建議基層醫療
衞生機構與醫共體內上級機構建立病例發現與應
急救治聯動機制，與疾控部門建立流行病學調查
聯動機制，與社區網絡建立群防群控聯動機制，
充分發揮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哨點」作用。
做好「防」的工作必須強化醫療機構內的公共

衞生體系建設，這是與會委員和專家的共識。在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看來，
各級醫院感（傳）染病科室是
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會
上，這位「網紅」醫生直言不
諱地說，「當前醫療機構的感
（傳）染科力量大多比較薄
弱，對於公共衞生的需求而
言，這已不是『短板』問題，
是一些綜合性醫院連『板』都
沒有了。」張文宏建議加強各
級醫院傳染病科室與傳染病學
科的建設工作，唯有如此，遇
到突發疫情時醫療機構才能迅
速啟動醫防協同機制。
曾奮戰在武漢抗疫一線的王

辰 常 委 告 訴 大
家，非典、甲型
H1N1 流 感 、各
型禽流感、新冠
肺炎等疾病的發
現和診斷一開始都
在呼吸科。王辰委
員認為，當前呼吸疾
病門診的空間布局、
設置與設施不符合呼吸
疾病的防治要求，部分呼
吸科沒有按照現代呼吸學

科的建制要求設置，他建議
加強呼吸學科建設，提升重大

疾病防治能力。

「平戰結合」築牢醫衞和教育防線
我國已進入常態化疫情防控階段，當「阻擊

戰」變成「持久戰」，「嚴防死守」的戰時狀態就需
要適時轉向「平戰結合」。
「平戰結合」首先要做好應急儲備工作。蔡秀軍委
員認為，綜合性醫療機構應配備一批相應級別的可轉
換病房，以應對突發、局部公共衞生事件。他還建議
縣級及以上政府成立公共衞生應急管理中心，國家和
省級層面建立公共衞生應急專家庫，以戰區為區域單
元布局應急物資儲備。
在調研中，調研組特別關注的上海市公共衞生臨床
中心就是一個「平戰結合」的傳染病醫院。上海市公
共衞生臨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委員建議未雨綢繆、在全
國佈局建設10個左右區域性應急醫學與戰略儲備中
心。他說，這樣的中心應具備病例的應急救治、快速
確認、鑒定病原體、開展研發創新，以及診斷、治療
新技術的應用等功能，同時要加強中心建設的計劃和
監督，避免各地一哄而上。
「平戰結合」要儲備物資資源，也要儲備人才資源。
此次抗疫期間，近三萬名護士馳援湖北，約佔馳援醫
務人員的70%，為湖北保衛戰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
但李秀華委員認為，我國護士總量不足、基層能力薄
弱，公共衞生護理隊伍更是出現「斷崖」。李秀華建
議加強護理隊伍建設，健全護理教育體系，設置公共
衞生護士崗位，完善職稱晉陞、薪酬待遇等政策。
「這次疫情提醒我們，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全民健康
的基礎。要從娃娃抓起，從學校做起，全面提升青少
年的身體素質。」顧瑛委員建議教育部出台政策，盡
快將在校學生的健康生活理念教育與健康生活方式養
成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平戰結合」既要築牢
醫療衞生的防線，也要築牢健康教育的防線。

疫情爆發後，陳薇委員大年初
二即帶隊奔赴武漢，組成前後方
24小時協同攻關機制，夜以繼日
投入疫苗研發工作。「7月20日，
我們的二期臨床試驗結果再次在
《柳葉刀》雜誌發表，99.5%的受
試者疫苗組產生了特異性抗體，
89%的受試者產生了細胞免疫。」
陳薇介紹了她和團隊疫苗研發的最
新進展。
陳薇建議，建立生物安全領域

科研攻關資金支持「白名單」制
度，對於「白名單」上的項目由國
家長期給予持續投入和穩定支持，
避免出現疫情來時一哄而上、疫情
過後研究中斷和人才流失的局面。
「一段時間以來，中美科技領

域摩擦不斷升級，全球疫情存在着
很大的不確定性。唯有不斷提高創
新創造能力，加強對重大關鍵核心
科研項目的攻關，才能在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下的科技創新競爭中立於
不敗之地。」高福委員呼籲重視科
研攻關。他說，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我們的科研工作者一邊在抗疫
一線「摸索」抗疫策略，一邊進行
疫苗藥物研發，這是既上「書架」
又上「貨架」的研究，建議針對疫
情帶來的重大創新需求推出更多科
研方面的支持性政策，讓科研成果
「不僅僅鎖在抽屜裡」。
疫情防控的科研攻關不僅僅是

西醫的事，也是中醫的事。在此次
抗疫過程中，「中西醫結合療效
好」成為業界公認的事實，然而，
中醫藥學科建設尚未得到足夠的重
視。「疫情初期，我帶領國家中醫
醫療隊進駐的武漢金銀潭醫院沒有
中醫科，藥房內的中藥只有一種中
藥注射劑。」黃璐琦常委提到了這
樣一個例子，他建議建設一批中醫
藥重點學科，培養學科帶頭人及團
隊，建設中西醫結合傳染病防治研
究中心和符合生物安全二級以上標
準的臨床檢驗實驗室，並加快研發
和推廣中醫藥有效藥物，補齊這塊
短板。
全球疫情拐點尚未到來，補短
板才能管長遠，打好基礎才能化危
為機。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機制是一
項綜合性工程，在這方面，全國政
協還將持續建言、久久為功。

■7月24日，十三屆全國政協第38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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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政協第38次雙周協商座談會24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他強調，要深入學習領會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堅持以底線思維、

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做好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機制工作，在總結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經驗的基礎上，圍繞補短板、堵漏洞、強弱

項，理順體制機制，明確功能定位，全面提升監測預

警、應急處置、科學救治能力，築牢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體健康的制度防線。

■在疫情比較嚴重的香港慈雲山，不少居民到餐廳購
買外賣。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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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豐台區組織防疫人員在盧北京市豐台區組織防疫人員在盧
溝橋景區進行環境消毒溝橋景區進行環境消毒。。 新華社新華社

■浙江寧波舟山港不停工不停產，港口生產和
集疏運體系快速恢復。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