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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建附院成风
警惕圈地背后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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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学科突围  
核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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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与急（门）诊
成医疗纠纷高发地

>>>A5 版

美提出战胜心血管病
新目标：5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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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首次证实：
卵巢癌二次手术仍能获益

>>>B8 版

得了新冠是怎样一种体验？

特别报道

《柳叶刀》研究显示，新冠

患者出院半年后，有 76% 的患者

报告仍至少残留一种症状。“两会”

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

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接受采访时

表示，中国患者出现的新冠长期症

状较欧美国家发生率和程度均轻。

但程度轻不代表没有，新冠病毒究

竟会对人体造成哪些残留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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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障工程

“十四五”规划：六大措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启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期项目，依托现有疾

控机构建设 15 个左右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升级改

造 20 个左右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控救治基地、

20 个左右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加强国家心血管、呼吸、肿瘤、创伤、儿科等医学中

心建设。聚焦重大病种，打造若干引领国内、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高水平医学中心和医学创新转化中心。

支持高水平医疗机构在外出就医多、医疗资源薄

弱的省份建设一批区域医疗中心，建成河北、河南、

山西、辽宁、安徽、福建、云南、新疆等区域

医疗中心。

打造 20 个左右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20 个左

右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20 个左右中医疫病防治基

地，100 个左右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形成一批

中医优势专科。

新建、改扩建1000个左右体育公园，建设户外运动、

健身休闲等配套公共基础设施。推进社会足球场

地和体育健身步道建设。

推动省市优质医疗资源支持县级医院发展，力

争新增 500 个县级医院（含中医院）达到三级

医院设施条件和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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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两会”期间，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检察

机关坚决严惩任何一起伤医扰医

犯 罪。2020 年 共 起 诉 496 人，

在前两年大幅下降基础上，同比

再下降 69.7%。

2020年伤医扰医
犯罪下降七成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蔡增蕊）3 月 14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简称“纲要”）正式发布。“构建强大

公共卫生体系”成为“纲要”第四十四章全面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的第一节。

★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

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

测、应急处置等职能；

★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

事业投入机制，改善疾控基

础条件，强化基层公共卫生

体系；

★落实医疗机构公共卫

生责任，创新医防协同机制；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加强

实验室检测网络建设，健全

医疗救治、科技支撑、物资

保障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能力；

★建立分级分层分流的

传染病救治网络，建立健全

统一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物

资储备体系，大型公共建筑

预设平疫结合改造接口；

★筑牢口岸防疫防线；

★加强公共卫生学院和

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强

化慢性病预防、早期筛查和

综合干预；

★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

卫生服务体系。

此外，第四十四章还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全

民医保制度、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建设体育强国和深入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这五方面做出了具体指导。

同时，“纲要”对建设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做出了具体规

划（详见右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