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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20 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携六大常委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

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是中央领导集体参加的第三个全国会议，此前只有政法工作会议和民族

宗教会议获此殊荣。业内人士认为，卫生健康事业将迎来重大变革，而本次会议无疑是载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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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惠�通讯员�

孟 昭 泉）8 月 19 日 至 21 日，

2016 年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年会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举行。300 多

位华人医师代表共聚一堂，为中

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献计献策。

本届年会主题是“链接世界、

共 筑 健 康”。8 月 20 日， 中 国

驻旧金山总领事罗林泉出席开幕

式并表示，希望专家、学者通过

此次大会，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献计献策，提供优质服务，

为人民健康福祉，实现“中国梦”

作出积极贡献。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会长张雁

灵表示，协会今后的工作思路和

定位是：更好地服务全世界华人

医师，更好地服务世界各国患者，

更好地服务中国百姓。

张雁灵特别指出，美国政府

把社会经济发展定位在三大领域：

健康、新能源、智能化。中国政

府也把健康产业的发展作为今后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因此也必将为华人医师提供战略

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合作投资空间。

开幕式前夕，协会召开了理

事会，批准新成立检验病理、内

分泌、妇产、男科、急诊等 5 个

华人医师分会；审议通过加拿大

华人医师协会正式加入世界华人

医师协会等意见。张雁灵同时宣

布实行新的年会机制，即以后每

年 9 月份在青岛召开世界华人医

师协会年会。

本届年会由美国华人执业医

师协会承办，慈铭体检及菩提医

疗协办。会议由世界华人医师协

会理事长石丽英主持。

2016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年会召开
链接世界  共筑健康  华人医师为中国医改献策

两个新兴国家
眼科专家首次握手

由国际眼科学院四位院士

领衔、百余位中巴眼科学界专

家学者参与的“中巴眼科高峰

论坛”，于 8 月 15~17 日在圣

保罗隆重举行。

“中巴眼科高峰论坛”由

《医师报》发起，《医师报》

与圣保罗联邦大学眼科医院共

同主办，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协办。此次领衔论坛的

有国际眼科学院四位院士：北

京协和医院赵家良教授、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黎晓新教授、圣

保罗联邦大学眼科医院首席专

家 Rubens Belfort 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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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C 文章称我国
面临心血管病大流行

图 1��2011 年 17 种危险因素造成的心血管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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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项哈佛大学研究

指出，近 20 年来，我国心血

管病负担大幅上升，而高血压

是造成该负担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体质指数（BMI）

升高、体力活动下降、吸烟率

高和不健康饮食等问题，也是

加重我国心血管病负担的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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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
人民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