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学习体会

——坚持初心，为实现健康中国 2030 做出贡献

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最近专门登录了人民网，

学习了有关党的基本理论知识。作为一名党员，非常有必要牢记这些基本知识，

以此为工作和生活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

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党治国理政第一位的任务是：紧紧

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

求，接力探索，接续奋斗，让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

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

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

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建设的五项基本要求是：第一，坚持

党的基本路线；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第三，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五，坚持从严管党治党。

增强四个意识，是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两个

维护，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四个自信是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

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学习了这些党的基本知识，我对党的群众路线特别有体会和感触。我们党的

生命力之所以这么旺盛，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以群

众利益为先的党。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防控斗争中就显示出了这一点，也

让广大党员和群众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新冠疫情暴发后，党中央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筹指挥，集中全力，精准施策，10 天里面建造

了两所医院，组织数万名全国医务人员驰援武汉，新冠的诊治费用全部免费，对

重症患者一个都不放弃，全力施救，终于保卫了武汉，控制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

与发展。在近两年来的疫情控制的每一次行动中，都紧紧依靠群众，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依靠群众的力量，跑赢病毒，控制了病毒在国内的传播。



除了高度重视急性传染病的防控，党中央也非常重视慢性病的防控。中共中

央政治局 2016 年 8 月 26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是今后 10 年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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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

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规划纲要包括 8 篇 29 章内

容。在开篇序言中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健康领域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

持续提高。”2015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6.34 岁。遵循“健康优先、改革创新、

科学发展、公平公正”的原则。“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

共建共享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路径。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难

能可贵的是，“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在健康水平、健康生活、健康服务与保障、

健康环境与健康产业五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指标。如反映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

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5 年的 76.34 岁到 2030 年要提高到 79 岁；婴儿死亡率要从

2015 年的 8.1‰到 2030年下降到 5‰等等；在健康生活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要从 2014年的 3.6亿人增加到 2030年的 5.3亿人。在健康服务与保障上，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要从 2015年的 19.1%到 2030年下降 30%。在防治重大

疾病方面，纲要尤其提出“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加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建设。强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

工作，推动癌症、脑卒中、冠心病等慢性病的机会性筛查。基本实现高血压、糖

尿病患者管理干预全覆盖，逐步将符合条件的癌症、脑卒中等重大慢性病早诊早



治适宜技术纳入诊疗常规。加强学生近视、肥胖等常见病防治。到 2030年，实

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 5年生存率提高 15%。加

强口腔卫生，12岁儿童患龋率控制在 25%以内”。

看看这一个个具体的数字，我觉得要实现，确实需要花很大力气，在接下去

的 15年里面一定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行呢。在高血压防治方面，要“基本实现高

血压管理干预全覆盖”，除了在社区搞好 60岁以上老年人的高血压筛查和管理以

外，我们还需要从娃娃抓起，关注中青年在职人员的血压健康，真正实现高血压

管理覆盖到全人群。6岁以上学生体检里面就需要加入血压测量，健康血压健康

生活方式的教育从幼儿园可能就要开始。而大学生、青中年在职人群中，我们需

要给他们创造血压测量条件，利用先进的手机通讯和网络技术进行健康科普教育。

我们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研制推广的“智慧血压亭”已走进上海的社区及部分公共

场所。放置在上海虹桥机场 2号航站楼的一台智慧血压亭，2019年一年内就有

1.8万人进行了血压测量。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车间及办公大楼里放置了智慧血

压亭，一年内也有 3000多名员工进行了血压测量，知晓了自己的血压。我们呼

吁政府及企事业单位能更多地推广建设这种血压测量点，为普通老百姓和企事业

的员工提供健康福利，为防治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实现健康中国 2030做

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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