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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医学家年会

2022年，由医师报社、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福建省医师协会、福建省医学会、

厦门市医师协会、厦门市医学会、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办的第七届医学家年会即将召开。自 2016 年以来，医

学家年会成功举办 6 届，已有 80 余名两院院士、千名党

委书记、院长、学协会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医药企业共

襄盛会、载誉而归，已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品牌管理会议。

回顾2021年，《医师报》绘就出浓墨重彩的一笔。《医

师报》发起主办“健康中国 你我同行”地铁专列海报巡展

活动，同心共筑中国梦。8月19日中国医师节当天，北京、

上海、广州同时开出 4 列专列，在一个月时间里与当地数

千万乘客一起，见证医者风范，传递医学精神，以此营造

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携手同行，为健康中国聚力。

2022年，让我们在医学家年会上继续感受《医师报》

实现跨越式立体化发展之势。本届医学家年会将延续“线

下+线上”形式，在延续既往环节外，将以“同心共筑健

康中国梦 医者初心矢志不渝”为目标，致敬新时代，

致敬守护国人安康的医者，讲好百年医学故事。 

再次诚邀您同赴医疗行业盛会，携手推动

行业发展！ 

尊敬的医学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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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章  医院人文建设论坛  暨《医师报》理事会 2022 年度工作会议

第三篇章  学科建设论坛

 环节 内容
 开场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领导致辞             院士、学协会领导、主办方领导等
主旨报告一           医院精细化管理：医学人文建设，人文强院

启动仪式   人文医院建设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 /“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优秀范例征集活动 ”启动
医术与艺术       待定

荣誉时刻
      2021 年度优秀出版人      2021 年度医界好书       2021 年度科普之星      2021 年度金笔        

                                      十佳优秀专栏      2021 年度医疗服务机构       2021 年度医药影响力品牌 
主旨报告二                  《医师报》理事会工作报告

荣誉时刻      颁发理事会成员聘书、2021 年度医药卫生新闻奖揭晓、《医师报》理事会领导讲话
启动仪式                卫生文化宣传讲师团成立                               

荣誉时刻
             十大医学人文院管专家     十大医学人文影响力专家     十大医学人文创新专家      

                                     十大医学人文品牌医院     十大医学人文企业
圆桌讨论        文化如何驱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荣誉时刻     十大抗疫院管专家

环节 内容
嘉宾介绍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领导致辞            院士、学协会领导、主办方领导等
主旨报告一          医学的未来之问：医学与哲学、医学与社会

荣誉时刻        十大医学先驱  十大医学泰斗
致敬医界丰碑      医学大家故事分享

圆桌讨论                      【巅峰对话·院士篇】从 202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看医学发展
启动仪式                     最美眼科医生征集活动启动

主旨报告二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中的意义
荣誉时刻                最美风湿免疫科医生颁奖

圆桌讨论            “权利、能力、压力、动力”以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为杠杆，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主旨报告三            医疗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医院管理

 荣誉时刻
         十大卓越贡献院管专家   十大领导力院管专家   十大思想力院管专家  十大影响力院管专家                                                      

                                     十大创新力院管专家   十大中医创新力院管专家  十大实践力院管专家  十大区域领导力院管专家
                                         十大县 / 地域领导力院管专家   十大医药创新企业

医术与艺术    待定

环节 内容
嘉宾介绍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领导致辞                院士、学协会领导、主办方领导等
主旨报告一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中医药可持续发展之路

医术与艺术            待定
致敬医界丰碑          医学大家故事分享

荣誉时刻        瑞启心安心内科医生影像征集展示
主旨报告二      高质量发展之下，学科建设的传承与创新

荣誉时刻    十大原创研究领衔者       十大中青年研究者
圆桌讨论                    医、教、研如何相互融合，助力学科高质量发展？

荣誉时刻                  重症的 100 个瞬间全国十佳展示
医术与艺术                待定

主旨报告三              如何利用互联网打造金牌科室
荣誉时刻            十大公益人物     十大公益医院 / 科室     十大公益组织     十大公益企业

主旨报告四          医学与数字艺术设计

荣誉时刻
       十大医学杰出贡献专家   十大医学突出贡献专家   十大医学贡献专家   十大医学影响力专家             

                                十大医学促进专家   十大医学先锋专家   十大医学菁英专家   十大医学创新专家   十大医学新锐   
                                 2021 年度医药先锋企业         

圆桌讨论                  医院管理信息化对新建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总结                  嘉宾 / 主持人

第二篇章  医院管理论坛

第四篇章  参观学习

医师报社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　福建省医师协会
福建省医学会 厦门市医师协会
厦门市医学会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二 O 二一年十一月

暨第二届医师职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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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

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

疾病负担，其中慢性肾脏

病作为重要慢病之一，患

病率高、致残致死率高，

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

在 我 国， 成 年 人 群

慢 性 肾 脏 病 患 病 率 高 达

10.8%， 然 而， 由 于 慢

性 肾 脏 病 起 病 隐 匿， 我

国 慢 性 肾 病 知 晓 率 仅 为

12.5%，成为了导致就诊

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慢

性肾脏病是导致高额医疗

费用的重要原因。 因此，

加强慢性肾脏病防控已迫

在眉睫。

如何建立健全慢性肾

脏病防治体系？第一，建

议 全 面 推 进 慢 性 肾 脏 病

“全病程慢病管理”的概

念；第二，建议将慢性肾

脏 病 早 期 筛 查 列 入 医 保

报销范围，加强高危人群

肾脏监测和行为干预，促

进慢性肾脏病早发现、早

干预；第三，加大对慢性

肾脏病基层医疗的投入，

加强基层肾脏病知识培训

和技术示范，规范基层医

院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治

疗，方便病情稳定的透析

患者就近诊疗，减轻三级

甲等医院床位紧张问题；

第四，进一步完善国家层

面的慢性肾脏病监测平台

和监控机制建设，建立透

析前慢性肾脏病监测和管

理体系；第五，践行健康

中国行动，普及肾脏健康

理念及肾脏病科学知识、

引导全民注重肾脏体检。

医疗器械作为现代医

疗的重要工具，是国家医

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基础

装备，医疗器械的自主创

新及国产化，对国民健康

保 障 具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意

义。14 亿中国人民的健

康计划离不开国产高质量

和创新的医疗器械产品。

要建立一套快捷的创

新医疗器械审批通道。真

正的创新医疗器械应该是

国 际 上 没 有 的 产 品。 所

以，如何鼓励我国创

新医疗器械的发展，

要 创 新 国 家 相 关 审 批 制

度，否则，我们只有永远

走模仿产品之路。

建立罕用（临床用量

极少）医疗器械特殊审批

通道也是必要的。因这些

医疗器械，既没有市场资

源、技术投入，又没有政

策鼓励，使用量极少，即

使成功研发，因在审评环

节形成了高成本投入，使

得 产 品 价 格 定 价 远 高 于

群众的承受度。所以建议

在罕用（临床用量极少）

医 疗 器 械 审 评 方 面 出 台

专门的审评办法，也可充

分 借 鉴 罕 见 病 管 理 的 初

衷和精神。此外，要建立

无 医 疗 器 械 可 用 的 疾 病

和 临 床 需 求 迫 切 的 器 械

快速审批通道，以及建立

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医

疗器械的审批通道。

加强慢性肾脏病防控迫在眉睫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  查艳

建议尽快完善创新医疗器械审评制度建议尽快完善创新医疗器械审评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  史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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