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卫健委宣传处
2024年3月14日

电话电话:(:(05910591))8709587095576 版式/宇红责编/蓝旭

健康福建
3

关于卫生健康发展 听听福建委员代表们怎么说

两 会 声 音两 会 声 音两 会 声 音两 会 声 音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
员们围绕民生、医疗、生态保护、文
化传承等话题，积极建言献策，共
同协商议政。在卫生健康发展方
面，一起来看看福建的委员代表们
都带来怎样的好建议、好声音。

阮诗玮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近年来，各地积极落实优化生
育政策，健全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体系，出台育儿补贴等措施，在此基
础上，如何推动生育支持政策供给、
加强对女性生育权益的保护力度？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
主席阮诗玮建议，完善生育支持政
策体系。

一是从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供给
方面，将生育支持作为民生实事，纳
入各级政府发展规划和绩效考核。
建立生育就业歧视问题常态化监
管。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扩大普惠性
托育供给，对托育服务支出给予所得
税抵扣。鼓励推动企事业单位开办
托育机构，发展民办普惠性托育所。
启动减轻家庭压力负担和生育负面
影响的教育体系改革，如缩短基础教
育学制、取消中考职普分流等。

二是从加强生育力保护和服务
方面，做好婚育意愿和行为数据监
测，建立完善家庭发展基础数据库，
实现多部门婚育支持数据共享和整
合利用，及时掌握育龄群众最新婚
育动态，优化调整政策方向。同时，
开展以生育力保护为主题的生殖健
康知识教育普及和公共卫生干预，
推进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进校园。

三是在营造良好职场环境，保
障女性合法生育权益方面，重视和提
升产后女性重返职场能力，从政策和
制度层面为她们提供就业培训、创业
指导、贷款免息和税费减免等支持。
建立在职人员生育保险的政府、企
业、家庭三方分担机制，拓宽筹资渠
道，填补用人单位在女职工孕产期的
岗位缺口，减轻用人单位负担。

四是在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方
面，加强宣传适龄婚育的重要性，
倡导家庭领域男性的责任，推动建
立夫妻共担育儿责任观念。

黄昱
完善医疗机构“无陪护”服务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
剧，老年人口高龄化、失能化带来
的住院照护问题日益凸显。全国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黄昱建议，在全
国推广“无陪护”服务，并完善多方
参与的长效保障激励机制。

黄昱表示，近年来，福建省、湖

南省、四川省等省份均开展了“无
陪护”病房试点。2022 年，福建省
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福
建 省“ 无 陪 护 ”病 房 试 点 工 作 方
案》，有近 20 个“无陪护”试点医
院、100 多个试点病区建立了服务
规范、运行和保障机制。

针对目前医疗护理人力资源
不足、医院聘用的护理员整体素质
偏低等问题，黄昱建议，建立完善
医疗护理员规范培训培养机制，加
强在岗护理员培训，各地可依托属
地高职高专医学院校设立医疗护
理员培训中心；加强护理后备队伍
培训，鼓励支持高职高专医学院校
扩大护理类专业招生规模，采取订
单定向等模式面向经济欠发达地
区培养护理队伍；鼓励面向社会提
供公益性在职中短期护理培训课
程，为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培
训具备医学照护基本技能的生活
护理员；探索建立多方激励的长效
保障机制，多措并举激励引导社会
劳动力从事护理员岗位；制定出台
推动各地建立“无陪护”服务收费
的定价政策，完善符合适老化要求
的护理价格政策；做好“无陪护”服
务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衔接等。

陈椿
让更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基层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院长，今年全国
两会，陈椿带来一份提案，建议在
平潭建立一个闽台交流医学的产
业园区。

他表示，平潭有很多的台湾同
胞经商置业，在这里建立闽台交流的
医学产业园区条件很好。这样的医
疗合作，能为平潭当地带来很大的益
处。同时，台湾有许多中医技术很有
特色，如果能在一些区域放开政策，
那么大陆同胞和居住在祖国大陆的
台湾同胞，就都能够享受这些治疗。

此外，陈椿委员也十分关心优
质医疗资源服务基层。福建省三
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从最早
的医生坐诊到如今的三级医院组
团式帮扶，形成了“院包院，院包
科”的新模式，目的就是为了给县
级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留得住，
用得上”的医疗队伍。优质医疗资
源加速下沉共享，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自评 100%达到国家标准，县域

“六大中心”基层辐射率达 90%，为
基层服务 470余万人次。

王焱
合力推动原创性医疗器械发展

近 几 年,我 国 涌 现 出 了 一 批
“敢为先”的医疗器械创新企业。
但是，当前原创性医疗器械种类依

然较少，国内医疗器械企业中还没
有形成行业龙头。全国人大代表、
福建省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厦门大
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院长王焱表
示，改良性医疗器械在国际上有同
类上市产品对照，而原创性医疗器
械没有。因此，在进行专家认定
时，原创性医疗器械在产品成熟度
和临床应用支持数据等方面会非
常吃亏。

创新医疗器械注册需进行临床
试验。“临床试验耗时、耗力，导致一
些企业不愿研制新产品。”王焱表
示，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
医疗机构开展临床试验，但多数是
原则性的规定，正向激励不够。评
审部门与注册企业的双向沟通效率
和深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王焱建议，制定创新医疗器械
认定指南和差异化评定标准。在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
基础上，完善创新医疗器械认定操
作指南；制定不同类型创新认定的
评分细则，建立科学的评价评分制
度，区分原创和改良的认定要求；
将原创性医疗器械纳入容错机制，
建立“有条件放行制度”。王焱指
出，提升本土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
实力，迫切需要产业机构与医院强
强联手。医生协同科研团队、企业
工程技术人员等共同参与原创性
科研，推动创新医疗器械临床试验
积极开展和迭代升级。

谢良地
多措并举加快推进普惠

托育服务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高血压
研究所所长谢良地建议，多措并举
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减轻
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谢良地表示，2019 年以来，国
家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提出支持普
惠托育服务发展。但目前普惠托
育服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面
临着诸多难点堵点，突出表现为运
营 成 本 高 ，导 致 托 育 机 构“ 普 惠
难”；受传统观念影响，群众对社会
化托育服务机构信任度不高，多数
家庭选择由父辈或自行照顾婴幼
儿，托育服务刚需受到抑制，造成
托育服务普遍面临供需失衡的矛
盾，导致托育机构生存难；托育服
务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人
才紧缺，导致托育机构“优质难”。

为此，谢良地建议，一是加快推
进托育服务立法进程，明确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托育服务发
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将托育服务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
预算，有序推动托育服务纳入基本
公共服务范畴。二是将托育服务纳

入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制定
出台普惠托育服务的补助政策，采
取综合措施，支持用人单位、社区、
幼儿园等多方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三是建立和完善托育服务
从业人员资格准入、职级评定、薪资
标准、晋级管理评价体系。

黄蕾
推动两岸中医药“医”路前行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同
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全国人大代
表、南平市台联会长、台盟南平市委
会主委黄蕾对此深有感触，“两岸同
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的意见》印发，强调“充分发挥福建
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善
用各方资源，深化融合发展”。

“在推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过
程中，福建既有天然优势，也担负着
重要使命。”今年，黄蕾将目光投向
两岸医疗和医药领域，期待进一步
交流与合作，增强两岸民众福祉。

黄蕾来自南平邵武市。多年
来，南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
之路。邵武市紧邻武夷山国家公
园，是福建10个闽台农业合作科技
推广示范县之一，气候常年温暖湿
润、无霜期较长，拥有药用动植物
600 余种，占全省中医药材资源种
类的 24.3%，是名副其实的中医药
材基地，在中医药产业发展、种质
资源开发和中医药特色休闲养生
产业发展上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

“早在唐、宋时期，福建先民
就将中医中药带入台湾，清代以
来，闽台中医药更是相融互汇，中
医药材贸易热络。”为此，黄蕾建
议，支持南平邵武市建设“海峡两
岸中医药融合发展示范区”，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加强海峡两岸道
地药材产业合作，推动更多优秀
的中医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
为中医药传承创新贡献智慧与力
量，促进海峡两岸中医药事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

“ 以 中 医 药 为 媒 ，推 动 两 岸
‘医’路向前，共绘健康‘同心圆’。”
在黄蕾看来，在福建建设海峡两岸
中医药融合发展示范区，还有利于
进一步浓厚“两岸一家亲、闽台亲
上亲”的社会氛围。她期待，未来
两岸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
作，共同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作出
更大贡献。
（人民网 福建日报 福建发布 健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