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
织策划的《致敬伟大改革——对
话40年，讲述身边的健康故事》
40集大型访谈节目播出，透过
百余嘉宾讲述他们所亲历或
见证的卫生健康故事，展示
中国如何通过深化医改解
决世界性难题，保障人民群
众的健康权益。

深化医改：用中国
式办法解决世界性难题

从2017年4月8日零时起，
北京市3600多家公立医疗机构
同步取消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
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所有药
品实行零差率销售。对于那个
不眠之夜，时任北京市卫生计生
委主任的方来英记忆犹新。

为了保证患者负担不增加，
医疗机构平稳运行，北京医改主
要依靠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设立
医事服务费，通过精细测算，实
现了取消加成和价格调整的平
移。

经过一年的改革，北京市的
三级医院门急诊服务量下降了

10%左右，社区卫生机构服务量
增长了14%。“一升一降”中，得
到实惠的是老百姓，健康发展的
是各级医疗机构。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调整、与时
俱进，其核心始终是保障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

实行了几十年的“以药补
医”机制在2017年走向终结，更
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和更
科学的公立医院管理制度正在

建立。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
动”日益成为改革的核心和抓
手，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
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
监管五项制度是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间的医改重点。

“我们是改革的受益
者，也是参与者。”方来英在
访谈中说，“改革永远在路
上，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下
一个40年。”

健康扶贫：不落下一
个偏远地区的患者

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任邬惊雷的心里，如何提升医
疗服务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的
思考，不仅仅局限于上海本地。

自2010年起，上海开始成建
制地援助新疆。如何把上海的
优质医疗服务带到边疆，服务新
疆人民？上海卫生健康部门创
新性地提出了“组团式”援疆的
思路：把上海不同大医院的优势
学科整合成一个团队，集体去援
助新疆喀什地区的医疗机构。

经过8年努力，喀什地区医

疗服务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到2020年，该地区婴幼儿
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
发病率、人均期望寿命都有望达
到全国平均水平。

40年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
一直向着公平可及的方向努力
前行。医疗卫生“组团式”援疆、
援藏，是帮助偏远地区贫困群众
的一个创举，实现由“输血”到
“造血”的转变，为当地留下了一
支支“不走的医疗队”。

不让“病根”变“穷根”，我国
2016年启动健康扶贫工程，提出
到2020年，贫困地区人人享有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保障，服
务能力和可及性显著提升。

回首40年，邬惊雷说，中国
人民的健康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和发展，
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
了根本基础。

疾病防控：让更多国人
健康起来

提起传染病防控，时任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的王宇
对日夜奋战、抗击“非典”的日子
记忆深刻。

多年前突如其来的“非典”
疫情，让人们对突发性传染病有
了“切肤之感”，也正是从这一标
志性事件起，我国的传染病防治
和应急体系不断完善。

72小时内筛查300种已知
病原体，重大突发、新发传染病
病死率明显降低……我国启动
实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
以来，以科技突破为重要抓手，
在传染病防治的关键核心领域
抢占制高点，从“监测、筛查、救
治”环节三位一体初步构筑了保
障亿万人民健康的传染病“防疫
大堤”。

慢性病管理，癌症是绕不开
的话题。在国家癌症中心带动
下，我国恶性肿瘤三年防治计划
已经开展，一个覆盖全国的肿瘤
防治网络正在形成。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把准时代脉搏，回应人
民期待，我国正在不断开启健康
中国建设新局面。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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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人员日前报告
说，人居住在绿化程度高的“绿
色小区”，可降低患心脏病和中
风的风险。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牵头
的研究团队以 408名不同年
龄、种族和社会经济水平的人
为研究对象，在5年时间内评
估了他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同时计算他们居住区域的

植被覆盖指数（NDVI），即通过
卫星图像判断绿植密度水平。

这项近期发表在《美国心
脏病协会杂志》上的研究显示，
居住在“绿色小区”的人，体内
肾上腺素水平更低，这表明他
们的压力水平较低；他们体内
F2-异前列腺素水平也更低，
这表明他们氧化应激水平更
低、身体更健康；此外，这些人

的血管修复能力也更好。
这项研究第一作者、路易

斯维尔大学的阿鲁妮?巴特纳
格尔说，居住在绿植密集的小
区可能对人的心脏和血管都有
好处，而提高居民区绿化率是
一项有潜力的重要公共健康干
预措施。 （新华网）

近日，每日科学网（Science
daily）报道，澳洲、丹麦科学家研
究发现，新生儿体内缺乏维生
素D，成年后患有精神分裂症的
风险比正常新生儿高44%！

据悉，这项研究是由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丹麦奥胡斯
大学的约翰 麦格拉斯教授团
队主导，该团队通过分析1981
年至2000年期间从丹麦新生
儿采集的血液样本中的维生素
D浓度发现，体内维生素D缺
乏的新生儿成年后患有精神分
裂症的风险比正常新生儿高

44%。另外，研究还发现，新生
儿维生素D缺乏可能占丹麦精
神分裂症病例的8%左右。

麦格拉斯教授认为，发育
中胎儿的维生素D水平完全依
赖母体内的储存。他提醒，孕
妇应该补充足够的维生素D来
预防精神分裂症的发生。

事实上，除了精神分裂症
外，维生素D缺乏还与其他精
神疾病有关。在麦格拉斯教授
领导的另一项2016年的研究
中，他们还发现产前维生素D
缺乏与儿童患孤独症的风险增

加之间也存在联系。同时，研
究人员补充，维生素D缺乏并
不仅是缺少光照导致。由于我
们的生活方式和防晒行为等原
因，即使是在阳光充裕的澳大
利亚，一些孕妇仍会存在维生
素D缺乏症，这些人群进行维
生素D的补充尤为必要。

下一步，研究人员计划开
展对孕妇进行维生素D补充剂
的随机临床试验，以检查维生
素D对新生儿大脑发育的影
响，以及它是否有助于降低以
上精神疾病的发生。

研究发现“绿色小区”居民患心脏病风险低

缺乏维D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大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
港防癌会调查发现，在受访的
饮酒市民中，有45%的人曾经暴
饮，防癌会提醒市民即使只是
每日一杯啤酒，也足以增加患
癌风险，呼吁市民及早戒酒，建
议如果在社交场合难以拒绝饮
酒邀请，可以用无酒精的啤酒
或鸡尾酒代替。

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旗
下机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在
1988年已经将酒精列为一级致
癌物，而近年的研究更进一步
确立酒精与多种癌症的关系，
除市民普遍知道的肝癌外，酒
精也会令患上口腔及咽喉癌、
食道癌、乳癌、胃癌和大肠癌的
机会增加。

防癌会早前访问1019名市
民，了解他们的饮酒习惯及防
癌意识，发现69%受访者在20
岁前就已经开始饮酒，而27%受
访者更在过去3个月每周均有
饮酒。受访者最爱饮用啤酒，
其次则为红酒、白酒、香槟及汽
酒等。在过去3个月有饮过酒
的受访者中，45%承认自己有
“暴饮”，即一次饮至少5罐啤
酒、5杯餐酒或5杯20毫升的烈
酒，他们平均每月暴饮两次。

市民饮酒情况虽然普遍，
但却未必对酒精所带来的影响
有充分认知。调查发现，不足
30%受访者知道饮酒与患癌风

险有关，更只有2%认为饮酒可
增加乳癌风险。

他们普遍均误以为饮用啤
酒等酒精含量少的酒不会增加
患癌的机会，但实情是，即使只
是每日饮一杯以下啤酒也足以
增加患癌风险。

防癌会癌症教育小组委员
会主席廖敬贤解释，人体有机
制代谢酒精，令细胞发生异变
致癌，而中国、日本及韩国等东
亚人也因为其基因，饮酒后有
更高机会患上胰脏癌、上食道
癌和头颈癌。

40%受访者也认为越年轻
开始训练酒量，身体越能适应
并降低饮酒致癌的风险，但防
癌会称，越早开始饮酒只会令
身体较少不适，反而令人饮更
多酒，提升致癌风险。

此外，饮红酒可以防癌、先
吃芝士或牛油才饮酒可减低患
癌风险，及酒后脸红表示“酒
气”散得快，可减低酒精对身体
伤害等也是误解。

廖敬贤指出，戒酒可以降
低因饮酒而患上癌症的风险，
呼吁市民应及早戒酒，并提醒
没有饮酒习惯的人士不应开始
饮酒。

他还建议市民如果在社交
场合难以拒绝别人邀请饮酒，
可以考虑以无酒精的啤酒或鸡
尾酒代替。 （中新网）

40年，见证一
个国家由弱到强的蓬勃

跃升。
40年，也记录下中国卫生

健康事业步履铿锵的印记。
让更多普通百姓能够看得上

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是夯实
民生之基的重点所在，也是
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的方向。

香港防癌会：

每 日 喝 一 杯 啤 酒
也足以增加患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