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保障人民幸福安康 

---学习党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健康中国”方针有感 

--冠心病及动脉粥样硬化学组 

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

出了“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这是党中央在新时代

对医疗卫生事业提出的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性方针，对于医疗卫生工

作者来说，有必要通过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卫生工作目标和要求，

和党的指导方针保持一致，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 

一.健康中国，是中国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保障人民群众拥有健康的体

魄，才能让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解决人民群众在看病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才能让人民群众解除后顾之忧，投入更多的热情

到工作中。当前，我国的卫生医保政策基本实现了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卫生保障；然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健康生活的

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从基本健康需求逐渐过渡到更高的健康要求。

过去是生了病，能尽量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现在是希望能对疾病

危险因素早做干预，尽量让自己能享受更长久的健康生活。这充分

说明，人民群众对疾病的认识程度提高了，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

也提高了，对我们卫生工作者来说，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注意给

患者看好病，还要投入更多精力进行疾病科普工作。对于心血管疾



病这一死亡构成比最高的疾病来说，对疾病的预防和早期危险因素

干预更显得重要，因此，我们对疾病的阻击防线也要前移。 

二.重视公卫体系的建设，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疾控能力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

共同努力下，采取了坚决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赢得了胜利，但

此次事件同时也反映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对公共卫生突

发事件，既要重视救治，也要重视预防，比如对人民群众健康生活

卫生习惯的引导，对医疗突发事件应急物资的贮备，对基层检验检

测能力的建设，对各级医疗卫生体系信息、资源的畅通等，都是非

常重要的方面。长期以来，公卫、疾控系统存在人才建设不足，在

感染、重症、急诊一线岗位也存在人才紧张的问题，作为临床医

生，也是深有体会的。此次，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专门提出，要建

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改善疾控基

础条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等

目标，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相信随着措施的落地，未来在应对突

发公共事件方面，会更加高效、有力。 

三.加强医疗领域科技自主创新，降低人民群众看病负担 

在“十四·五”规划中，针对科学技术领域提出了诸多创新要

求，并提出了2035远景创新目标，在医疗领域，同样如此。由于历

史和发展原因，我国在医疗高精尖仪器设备、医疗技术领域的创新

还刚起步，很多仪器设备还依赖进口，这无形当中增加了人民群众

的看病负担。医疗领域的自主创新，需要构建良好的环境，促进医



务人员和材料、工程相关人员的密切合作，同时还需要政策的支

持。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医工结合越发密切，对转化医学的

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建立了包括医务人员、工程师、医疗器械厂

家在内的合作平台，为增强医疗创新能力提供了可能性。在实现医

疗器械国产化后，将大大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负担，并有可能通过出

口创汇，将国内医疗企业做大做强。此外，在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负

担的环节中，当前集中采购政策的推出也是一大利民举措，充分显

示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 

四.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慢性疾病挑战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逐渐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我国预

计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患有慢性疾病的老

年患者人群将越来越多，为我们医务工作者带来了挑战。党中央对

这一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如医养结合、上门医疗卫生服务，

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社区延伸。作为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医生，深感

责任重大。针对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等老年人

常见的疾病，我们应该付出更多努力，培养更多人才，开展更多健

康教育，让老年患者能科学地认识疾病，合理地接受治疗，健康地

享受老年生活。 

此外，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工作中，党中央还提出了深化医药体

制改革的建议和措施。这就要求在完善分级诊疗、促进医疗资源平

衡、远程医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面要开展更多更深入的工

作。当前，上述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效，在2035年远景



目标建设的规划中，进一步的提出了建设目标。因此，我们应当深

入理解文件精神，把握党中央对卫生事业的要求，在工作中和党保

持一致，为促进人民群众的健康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