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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要聞

健全公共衞生體系健全公共衞生體系
提升全民健康素養提升全民健康素養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據新華社報道，政
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四十七次主席會議12月21
日在京舉行，傳達學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研究
部署相關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汪洋主持會議並講話。
汪洋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入分析當前經濟形
勢，全面部署明年經濟工作，為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指明了前進方向。全國
政協各單位和政協委員要認真學習貫徹會議精神，切
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
央對形勢的科學判斷和對工作的部署要求上來，充分
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圍繞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
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結合政協工作實際，

組織好協商議政、民主監督和視察考察調研活動，積
極建言資政，廣泛凝聚共識，為確保「十四五」開好
局貢獻力量。
會議審議通過政協全國委員會協商工作規則（草

案）。汪洋指出，制定政協協商工作規則是全國政協
落實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的實際行動和重要舉措。
規則對政協協商的主要內容、形式載體、參加範圍、
討論原則、基本程序、交流方式等作出規定，是在認
真總結人民政協協商工作有益探索和經驗做法的基礎
上，從實踐創新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的重要成果，
對完善協商於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
更好發揮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按程序通過施行後要在工作中認真落實，在堅持中不

斷探索完善。
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政協十三屆常委會第十五次會

議議程（草案）和日程，這次常委會會議為召開全國
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作準備；審議通過了全國政協十
三屆四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名單，確定全國政協委員、
外事委員會委員郭衛民為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新
聞發言人。
會議聽取了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重點提案督辦

情況的匯報，各專門委員會工作情況的匯報；審議並
原則通過了全國政協2021年協商計劃、雙周協商座談
會和遠程協商會安排等。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李斌等就有關議題作了傳

達、說明和匯報。

汪洋：為確保「十四五」開好局貢獻力量

從戰略上重新認識公共衞生

「目前我國抗疫確實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千
萬不要認為已經很太平了，我覺得不太

平。前一階段抗疫的勝利是險勝，我們應該及時進
行總結。」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
控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光強調，健康中國
建設需要公共衞生大發展，重視公共衞生不能停留
在口頭上，需要從戰略上重新認識公共衞生，解放
思想，形成專業智庫，對公共衞生戰略進行理論研
討，梳理中國公共衞生發展歷史，摸清國內外差
距，全方位提升公共衞生安全，加強醫院與疾控系
統建設，解決相關專業學生就業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原北京市衞計委黨委書記方來英

認為，織牢織密公共衞生防護網必須深入貫徹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12個字：整體謀劃、系統重
塑、全面提升。健全公共衞生體系要堅持整體謀
劃，尤其不能遺漏基層公共衞生防控體系建設。要
高度關注傳染病防治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和傳染病
監測網的問題，壓縮傳輸環節，避免傳輸信息失
真，真正實現直報系統對傳染病預防監測的「吹
哨」作用。
「做好公共衞生的一個重要目的是保證國家生
物安全，這就必須有國之重器。『國之重器』應
該是戰略性的，不能今天重視了，裝一裝實驗
室，建一個中心，過幾年忘了，就不重視了。」
董小平建議，必須從戰略上研究公共衞生，做好
戰略性儲備。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研究員

岳秉飛就加強傳染病監測體系建設呼籲，建立疫情
預測分析機制，從環境氣象、中醫、流行病學等多
學科入手，進行綜合分析研判。在傳染性疾病預防
和救治能力建設方面，應強化基礎研究，着眼平戰
結合，建立技術儲備，增強快速診斷和檢測能力，
提升相關醫療設施設備配置水平，為提高治癒率、
降低病亡率打下堅實基礎。

從娃娃抓起提升全民健康素養
「如果把公共衞生看作專業的事，那公共衞生就

幹不好。健康不是個體的問題，是整個國民素質問
題，健康素養第一責任人是自己，但是第一責任主
體是政府，政府要擔好這個責。另外，應該鼓勵非
政府組織參與到全民素養和全民健康提升工作中
來。」董小平表示。
「這次疫情迫使我們加強了對殘障兒童的健康

教育，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風等
健康意識和衞生習慣培養得到了提
高。」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東城
區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周曄建議，要
進一步鞏固孩子健康意識和衞生習
慣，發揮社區宣傳帶動作用，更好
地將衞生健康課程建設納入到學校
教育當中，從小培養孩子的健康意
識和能力。
方來英談及健康教育時則表示，

要明確醫療機構在公共管理上的分
工，抓好青少年健康素質教育，遴
選出一批權威健康科普專家，設立
一批權威健康科普節目，組織專家
制定健康科普百科全書，支持醫學科學知識的發展
和普及。
「健康素養水平已經成為衡量國家基本公共服務

水平和人民群眾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加強健
康促進與教育，提升居民健康素養，加強對慢性病
的有效預防與控制，已是當前緊迫任務。」全國政
協委員、農工黨寧夏區委會主委戴秀英建議，提升
公眾健康素養，促進健康生活方式的養成；增強公
眾全民健身和健康意識；盡早培養公眾健康素養的
理念；落實防控關口前移策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肛腸科

主任安阿玥強調，健康教育刻不容緩，建議在九年
義務教育中加大健康教育佔比，分階段、分年級、
有層次地將疾病防治知識增加到課程中，將衞生健
康教育納入學校必修課範疇，阻斷健康知識貧乏的
代際傳遞。此外，利用新媒體的影響力加強健康教
育傳播，嚴把內容關。

構建公共突發事件應急救治體系
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

原院長曹洪欣表示，中西醫結合是此次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的一大亮點，91.5%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使用
中醫藥，有效率達90%以上。在看到成績的同時，
還應看到中醫藥應對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法制與體
制機制建設薄弱，中醫藥防治疫病的機構與人才隊
伍建設薄弱，以及中醫藥預防與治療結合的優勢作
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等問題。曹洪欣建議，盡快修
訂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條例等
相關法律法規；加強中醫藥防治疫病機制與隊伍
建設，各級公共衞生體系增設中醫藥機構，充實
中醫藥專業人員，加強中醫藥知識培訓；加強古

典醫籍精華的梳理與發掘，傳承利
用中醫藥內服、外用等防治疫病方
法；全面加強面向基層的中醫醫療
機構與互聯網+中醫藥健康服務平
台建設。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

西苑醫院副院長徐鳳芹則認為，讓
中醫藥在公共衞生體系建設中發揮
力量，需建立中醫藥參與的公共衞
生事件應急管理機構和機制：應加
快立法，明確將中醫納入公共突發
事件應急救治體系；明確中西醫職
責分工，發揮各自優勢和作用，共
同應對重大公共衞生事件；建立成
熟的應急管理機制和組織構架，在中醫系統內部完
成獨立的應急醫療隊儲備和疫病防治人員儲備。此
外，提升相應學科建設，注重加強疫病學科隊伍和
防治能力建設，加強中西醫結合人才培養。
「疫情防控需要社會各界努力，包括我們海外華
人華僑，也應積極獻策出力。」香港華人華僑總商
會榮譽會長、博爾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施乃康表示，中國抗疫取得重大階段性勝利體
現了制度的優越性，也為全球抗擊疫情提供了方案
和智慧。作為企業要重新認識中國在抗疫戰場的勝
利，履行好企業的責任和擔當，為提升全民健康素
養助力。

團體合辦免費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日
本港面對冬季流感及新冠疫情夾擊，流感針成

為「搶手貨」，市民更要四處撲針打。為此，由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主辦、南區建設力量協辦之

「2020/21免費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日」，於上
周日（20日）分別於香港仔利群商業大廈和華富
（二）邨商場舉行兩場免費接種流感疫苗活動，
已報名參加的市民一早到場，並遵照大會的防疫
安排進行有序地等候。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南

區建設力量主席陳南坡連月來成功籌集了一批流感
疫苗，並於上周日(20日)即時為有緊急需要的南區
街坊提供免費接種，此次共有220人受惠。陳南坡
對街坊市民給予的熱烈反應和支持感到非常鼓舞，
他說，日後會因應南區街坊的需要再籌集更多流感
疫苗，冀能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陳南坡表示，今次大會亦特別邀請了兩位私家
醫生為市民免費接種疫苗，首次對象主要是孕
婦、護理院舍院友、50歲或以上長者以及綜援人
士，希望之後籌集到更多疫苗，將繼續幫助其他
有需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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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由人民政協報·人民政協網主辦的「健全公共衞生體系 提

升全民健康素養」座談會在京舉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全球公共衞生中心主任董小平表示，必須從戰略上做好公共衞生研

究，並且常抓不懈。會上，大家分析探討我國公共衞生服務體系建設、

醫防結合以及居民健康素養等存在的短板，並針對痛點和難點問題建言

獻策、凝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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