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铸 医 学 影 响 力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唯 一 报 纸

The newspaper for China's physicians

每周四出版

2017 年 3 月 9 日
总第 492 期

国内统一刊号：CN 22-0016

邮发代号：1-351

订阅热线：010-58302970

www.mdweekly.com.cn

　
导   读

二孩时代的
生殖医学挑战

� >>>18~19 版

  乳腺癌患者的
“健康母亲效应”

� >>>22 版

� >>>10 版

每年一个亿
支持有想法的医生

� 本版责编：张雨���美编：林丽

扫一扫 , 关注《医师报》
微信公共平台

声明：作者
向本报提交文章
发表的行为，即
视为同意授权本
报及本报合作单
位（如：中国医
师协会系列杂
志）以数字化方
式复制、汇编、
发行、信息网络
传播。本刊所支
付的稿酬，已含
上述数字化出版
稿酬。

手机数字报��
�扫码下载，免费试读

有意者请联系：

王老师��010-58302828-6831

邮箱：yishibao2017@163.com

给自己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给自己一个挑战自我的机会！

《医师报》因业务扩展需要，招聘以下人才：

新闻中心副主任、频道主任

新闻中心编辑、记者

学术中心副主任、频道主任

学术中心编辑、记者

医学项目策划人

新媒体主管

美术编辑

发行专员

市场总监

深圳医疗条例实施
两月  听大家怎么说

2/3 的冠脉事件
或可预防

本报讯（记 者� 陈

惠）3 月 5 日上午，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

“建立健全符合医疗行

业 特 点 的 人 事 薪 酬 制

度，保护和调动医务人

员积极性”。

报告总结了过去一

年所做的工作，并提出

2017 年重点工作任务。

医疗领域方面：

报告强调了深化医

疗、医保、医药联动改

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

品加成，协调推进医疗

价格、人事薪酬、药品

流通、医保支付方式等

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医疗、医改、医生”
★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今年要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政府加大投入，让更多大病患者减轻 

   负担。

★中央财政安排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160 亿元，增长 9.6%。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 380 元提高到

    420 元。

★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

★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范围，协同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药

    品流通等改革。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

★在 70% 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从人均 40 元提高到 45 元，促进医

   疗资源向基层和农村流动。

★鼓励社会办医。

★发展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

★建立健全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

   积极性。

★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

★开展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多种形式的医养结合。

3 月 6 日，

李克强总理与山

东代表团共同审

议 政 府 工 作 报

告，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工程院

院士、山东省肿

瘤医院院长于金

明作了题为《瞄

准医改难题科学

精准发力》的发

言。图为李克强

总理（左二）与

于金明院士（右

二）亲切握手。

� 图文 / 山东省肿

瘤医院

2017 年 1 月 1 日，《 深

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正式实

施。两个月以来，深圳市医疗

界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这些

变化对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月 28 日， 由 医 师 报 社

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深圳医院协办的《深圳经济

特区医疗条例》座谈会如期举

行。与会专家都表达了哪些看

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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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冠脉事件������������������������������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卒中

图 1��不同健康生活方式因素数目与心血管病的关联

近日，北京大学李立明教

授等采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

究项目数据，对近 50 万人 7 年

随访发现，67.9% 的主要冠脉事

件和 39.1% 的缺血性卒中与未坚

持健康生活方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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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与环境有关的5岁以下儿童主要死因

环境杀手
日均五千儿童致死

3 月 6 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指出，5 岁以下儿

童死亡事件中 1/4 由环境因素

造成。环境危险因素（如空气

污染、二手烟、不安全饮用水、

缺乏卫生设施和卫生状况欠

佳）每年夺走 170 万名≤ 5 岁

儿童的生命。�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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