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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中国 关注

强化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当前，疫情防控的工作重心从防控感
染转到医疗救治。社区、农村是医疗卫生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进一步加强基
层医疗服务保障？如何更好发挥家庭医
生、乡村医生的作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 15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热点问
题作出回应。

摸清底数
强化重点人群服务保障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
要强化重点人群的健康监测和服务保障，
及时提供咨询指导。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
长聂春雷说，要摸清重点人群的底数并进
行分类管理。他介绍，我国已于近日作出
部署，要求各地对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特
别是合并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慢阻

肺、糖尿病、慢性肾病以及肿瘤放化疗、免
疫功能缺陷患者的相关情况进行摸底调
查，并对高龄患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提供分
类分级服务，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

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
发《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案》，对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根据患基础疾病情
况、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感染后风险
程度等，区分一般人群、次重点人群、重点
人群，对不同类别人群提供分级健康服
务。

加强发热门诊设置
筑牢基层首诊第一道防线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门
诊）的建设，是落实预检分诊、开展分级分
类救治、防止交叉感染的重要措施。聂春

雷介绍，截至 2022年 10月底，全国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建成发热诊
室（门诊）1.94万个，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 45%，此外，建设具有预检分诊功能的
发热哨点 2.2万个。

聂春雷介绍，一些地方的基层发热诊
室（门诊）已经在发挥较好作用。比如，浙
江省基层开设的发热诊室（门诊）已达
1200多个，基本覆盖城乡基层，为患者就
近看病就医提供了方便。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加快推进
发热诊室（门诊）建设，力争到 2023年 3月
底覆盖率提高到 90%左右。聂春雷表示，
这将有效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发热
患者的接诊能力。

他同时强调，要积极发挥医联体、医
共体作用，特别是要发挥牵头医院的作
用，加强对成员单位发热门诊建设运行情
况的指导。要统筹医联体内的人员调配，
畅通双向转诊通道，加强对基层的技术支
持、培训，加强指导，还要加强质量控制。

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更好发挥家庭医生作用

聂春雷表示，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国
家不断调整优化完善防控政策。基层防
疫工作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是从过
去的早发现、早隔离，重点防感染，向实施
分类分级的健康服务和医疗救治转变。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优化，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网底作用更加突出。面对
患者就医需求的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能否很好地应对？

聂春雷说，要为基层提供必要的设备
条件，特别是要将药品和抗原检测试剂盒
配备到基层，切实增加基层人力。同时，
要切实发挥家庭医生作用，推进重点人群
签约服务，力争全覆盖，确保有需求时能
够联系到家庭医生。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新 华 社
西昌12月 15
日电（李国利、
胡煦劼） 12
月 15 日 2 时
25分，我国在
西 昌 卫 星 发
射 中 心 使 用
长 征 二 号 丁
运载火箭，成
功 将 遥 感 三
十 六 号 卫 星
发射升空，卫
星 顺 利 进 入
预定轨道，发
射 任 务 获 得
圆满成功。

这 次 任
务 是 长 征 系
列 运 载 火 箭
第 455 次 飞
行。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六号卫星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田晓
航、张泉）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血液透析
患者等，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健康服务需重
点关注的人群。我国已于近日作出部署，
要求各地对 65岁及以上老年人特别是合
并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慢阻肺、糖尿
病、慢性肾病以及肿瘤放化疗、免疫功能缺
陷患者的相关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在 15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

健康司司长聂春雷透露了上述信息。
聂春雷说，地方可以结合实际，通过

对现有个人健康档案、老年人健康体检信
息、疫苗接种信息等进行分析比对，必要
时入户调查，摸清这些人群的情况；调查
后根据所患基础疾病、年龄、疫苗接种情
况等进行分类。

为高龄患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提供分
类分级服务，可以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
最需要的人群，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
发《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案》，
根据患基础疾病情况、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情况、感染后风险程度等，将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分为一般人群、次重点人群、重点
人群三类，对不同类别人群提供分级健康
服务。

聂春雷说，目前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
开展摸底工作，其中，上海已全面摸清本
市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情况。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戴小
河、叶昊鸣）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15日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畅
通邮政快递服务保障民生物资运输。对于
已经关停关闭的邮政快递营业网点，要抓
紧推动解封；对于符合防疫要求可以上岗
的邮政快递从业人员，要尽快返岗复工。

通知称，要全力打通邮政快递堵点卡
点，坚决防止层层加码、过度管控，最大
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要加强对当地
邮政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的指导，统筹动

员各方资源，细化入微各项举措，科学精
准做好邮政快递保通保畅工作，保障邮件
快件揽收投递顺畅，切实畅通邮政快递末
端“微循环”。

通知明确，各地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
制要严格规范邮政快递基础设施关停关
闭，依规履行关停关闭审批程序。要加强
对邮政快递企业的支持力度，结合当前疫
情形势，统筹各方人力资源，帮助邮政快
递企业补充一线揽收投递人力。要采取
切实措施，为企业调配一线从业人员解决
住宿和餐饮等实际困难，并在防疫物资配
备、疫苗接种等方面对邮政快递企业一线

作业人员给予支持。
通知要求，各地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

制要充分发挥大型骨干邮政快递企业作
用，督促指导邮政快递企业强化区域人
力、运力调配，加强人员招聘，及时补充
大型城市人力、运力缺口，充实邮政快递
一线从业人员力量，有效提高上岗率。要
集中解决邮件快件积压问题，重点保障药
品、防疫物资及民生物资配送服务，通过
发放津补贴、加班费等方式，引导快递员
适当扩大配送范围，延长配送时间，有效
缓解人力、运力压力，保障邮政快递末端
投递揽收正常。

我国正对新冠重点人群进行摸底调查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推动解封已关停关闭的邮政快递营业网点

新华社加拿大蒙特利尔 12月
13日电（记者郭爽、林小春）联合国
13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期间宣
布，践行中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
同体理念的“中国山水工程”入选联
合国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复旗舰
项目”。

“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由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会同多家国际组织共同评
选，经“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执行委员会最终审定。首批入选的
十个旗舰项目致力于恢复总面积超
过 6800 万公顷的区域，并创造近
1500 万个就业机会。入选后，这些
项目将有资格获得联合国的宣传推
广、建议和资助。

中国政府推动实施的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即

“中国山水工程”，成功入选首批十
大“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

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司司长周远波当天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山水工程”是
践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
的标志性工程。“十三五”以来，这一
项目已在“三区四带”重要生态屏障
区域部署实施 44个山水工程项目，
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面积 350多万公
顷，目标在 2030年恢复 1000万公顷
自然生态。这一项目入选“世界生
态恢复旗舰项目”表明，中国正在为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方案和智
慧。

联合国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
复旗舰项目”还包括：旨在恢复覆盖
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森林生态的

“大西洋森林三国公约”；已恢复约
7500 公顷沿海生态的“阿布扎比海
洋恢复计划”；印度政府投资高达
42.5 亿美元的“恒河复兴”项目；由
非洲联盟于 2007年发起的“绿色长
城修复与和平计划”；旨在恢复塞尔
维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干达和卢旺
达山地生态系统的“多国山地倡
议”；重点关注瓦努阿图、圣卢西亚
和科摩罗独特生态系统的“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项目”；旨在于 2030年恢
复 10 万公顷土地并创造 5000 个永
久性工作岗位的“中美洲干旱走廊
计划”项目；为扭转中亚地区广阔草
原等衰退趋势创建的“阿尔滕达拉
草原保护倡议”；旨在为红树林自然
复兴创造条件的“印尼自然建造项
目”。

“中国山水工程”

入选联合国首批十大
“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