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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
海召开。从那一天起，党就把保
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
起。1922年7月，在党的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保护劳动者健
康和福利被写入党的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
史新的篇章。彼时，医疗机构、
医疗设施设备以及医疗技术人
员都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天
花、霍乱、鼠疫等多种传染病，
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当时的
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

其笃行，才弥足珍贵。1950年8
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
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
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
工作方针。

1952年，中国共产党发起
爱国卫生运动。2017年，世卫
组织颁发给中国政府“社会健
康治理杰出典范奖”。颁奖词
中写道，早在“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界的口
号前，中国就已经通过爱国卫
生运动践行着这一原则，并为
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
式。

历经70多年，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医疗卫生事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
年，我国仅有2600家医院。截
至2019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
构总数达1007545个。

仅在“十三五”期间，从
2015年到2019年年底，我国居
民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
到77.3岁，4年提高了1岁。孕产
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分别从20.1/10万、
8.1‰、10.7‰降至 17.8/10 万、
5.6‰、7.8‰，主要健康指标总体
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从35岁到77.3岁，这部人
均预期寿命增长史，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百年来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最好见证。

医疗卫生：一切为了增进人民的健康福祉
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建党百年的恢宏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始

终把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摆在重要位置，推动医疗卫生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书
写了一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时代画卷。

◆人均预期寿命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

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
◆医疗卫生费用

居民医疗卫生费用的个人负担相对减
轻，2019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65195.9
亿 元 ，个 人 卫 生 支 出 18489.5 亿 元 ，占
28.4%。较上年下降0.25个百分点，卫生总
费用占GDP的比重增长0.15个百分点。
◆公共卫生服务

2019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
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从2018
年的55元提高至69元。
◆线上诊疗服务

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有1100余家
互联网医院，7700家二级以上医院提供线
上服务。三级医院网上预约诊疗率已达
50%以上。

（《光明日报》）

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健康工作重

点逐渐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转向管健康、
促健康，健康中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应运而
生。

2016 年8 月19 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
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
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自此，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战略方针，从
以治病为中心开始向以预防为中心转变。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
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了健康中国建设
的宏伟蓝图：到 2030 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
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 岁；
到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
应的健康国家。

“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
的战略主题。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
的理念深入人心。202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达到23.15%，比2019年提升3.98个百分
点，增长幅度为历年最大。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健康中国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改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
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
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
度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

“人民健康水平总体达到中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用较少投入取得较高健康绩效，赢
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如是评价，来自世界
银行、世卫组织等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
医改调研报告。

全民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正在铺就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健康之路”。

健康是幸福之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缘于此，我国的
医疗卫生水平和医疗技术能力持续提升。2018
年，国际医学界权威刊物《柳叶刀》对全球195
个国家的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情况做了梳理和排
名——中国2016年平均得分77.9分，位列全球
第48名，而这一排名在2015年是第60位。

能够取得上述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
国有一支优秀的卫生技术人员队伍。仅在2000
年至2017年间，医学科研共获得597项国家自
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等国家奖励，其中吴孟超、王忠诚、王振义、屠呦
呦和侯云德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不仅如此，哪怕和肆虐的传染病正面交锋，
这支队伍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白衣为甲，逆行出征。2020年初，面对来势
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
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在“生死较量”中
拼尽全力。他们中，既有钟南山、张伯礼、乔杰、
陈薇等领衔的多支院士团队，也有北协和、南湘
雅、东齐鲁、西华西倾力派出的“四大天团”……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一大特点。数据显示，中医药参与救治
确诊病例的比例达到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
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90%。

在中国快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社
区防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21年5月28
日，世卫组织授予中国基层防疫专家吴浩教授
世川卫生奖。吴浩是成千上万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中国基层卫生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名医大家，灿若星河。《2019年我国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
国卫生人员总数达1292.8万人。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2.77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3.18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将医疗保障制度建
设列上议事日程。健康优先，历来是党和国家谋
求发展的战略基点。

为了百姓就医用药有保障，我国多年来加快
健全全民医保体系。2020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136131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2020 年，参加职工医保34455 万人，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基金支付 85.2%；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101676 万人，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达
70.0%。

健康是幸福之基。只有人人健康，才能全民
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场关键战役。

聚焦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的任务目标，
最大程度促进健康公平，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发挥了最大范围的防贫
减贫作用。2018年以来，各项医保扶贫政策累计
惠及贫困人口就医5.3亿人次，助力近1000万户
因病致贫家庭精准脱贫；2020年，全国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率稳定在99.9%以上。

在此基础上，我国还推进居民高血压、糖尿病
的门诊用药保障机制，同时实行大病保险倾斜，对
贫困人口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逐步取消封
顶线，还实施了托底的医疗救助保障。

2020年初，面对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
围最广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严
峻考验。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上至年逾百岁的老人，下至
出生不久的婴儿，没有一个患者被放弃。在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
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至77.3岁
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最大程度促进健康公平

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1292.8万人
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持续提升

以治病为中心转为以预防为中心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数说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