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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
会期间，记者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她认为这届口号为“人人享有
健康，一切为了健康”的全球健康促进大会
非常重要，可以充分利用去年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达
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实现卫生目标。

陈冯富珍说，“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
17 项主要目标，其中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
项，此外还涉及减贫、消除饥饿，为人们提
供非常好的营养。教育也非常重要，尤其
是对女性和女童的教育。还有患者，政府
有责任为他们提供可负担的、优质的、公平
的卫生服务。

陈冯富珍说，这次大会重点聚焦三个
方面，首先是卫生治理，涉及政府、企业、社
会团体、社区工作和个人，其次是城市，这

是人们生活、工作、孩子玩耍的重要环境，
还有健康素养，通过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
让个体、政府作出正确的健康的选择。

控烟一直是世界卫生组织非常重要的
工作，陈冯富珍指出，烟草每年在全球夺去
600 万人的生命，“通过履行世卫组织倡导
的烟草框架公约的要求，这是一个完全可以
避免的悲剧”。她呼吁城市管理者发挥领导
作用，充分利用立法、财政等举措控烟。

陈冯富珍说，健康是一项政治决策，政
府在决策中要平衡各项关系，贸易和商务
部门可能不会考虑到投资可能来自对健康
不利的企业。“政府必须保护儿童，因为饮
食中糖的含量过高，会导致肥胖、超重，从
而引发疾病。”她提出，政府应该制定相应
政策，通过提高烟草税和制作含糖制品饮
食企业的税收改变现状，不应只为获利而

牺牲百姓健康。
“虽然行为是个人的选择，但这是针对

成年人而言。对待儿童，要制定相应政策
进行保护，抵制不健康饮食在学校内的营
销，增加体育运动，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
陈冯富珍说。

在中国，有统计显示，成年人中糖尿病
患病率达到全部人口的 12%；另据科学家
估计，血糖偏高的 4.19 亿人有患病风险。

“所以政府和个人都有责任做出有利于健
康的决定，要提倡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
加强锻炼，少吃不健康食品，多吃蔬菜，减
少疾病。”陈冯富珍说，“这些与生活方式相
关的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我们要与教育
部门、政府、企业、学校一起合作做好预防
工作。政府还要帮助食品加工企业减少
糖、盐、反式脂肪酸的使用。”

谈到老龄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留守老人
问题，陈冯富珍说，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
问题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但解决方法相
似，重要的是要改变对老年人的固有看法，

“他们只是年龄大了，但不是残疾人，可以
采取健康促进手段，推动健康老龄化。推
动健康老龄化时要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
同时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根据他们的需求
提供相应对策”。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陈
冯富珍说，这个全民健康发展理念的提出，
中国作出了很重要的榜样。她高度赞赏中
国政府提出的“大健康”概念，“把健康融入
所有政策非常重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医
疗和教育、环境、交通等部门的合作，让老
百姓在居住、工作的地方拥有更好的环
境”。

提供可负担、优质、公平的卫生服务
——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本报记者 沈则瑾

“还好有邱医生及时发现和提醒，老人
才能得到及时治疗。出院后，邱医生还多
次到家里回访，嘱咐老人按时吃药，经常监
测血压，现在老人的血压控制得很好，我们
家属也比较放心。”家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
区钟山村的陈宝珠婆婆的儿子对记者说。

陈宝珠今年 78 岁，因为行动不便，以
前都在村卫生所看病取药，经常中断服药，
也不能持续按时监测血压，更没有人管理
病情。今年 9 月份，邱医生成为陈宝珠的
签约家庭医生后，马上为她进行了体检，发
现陈婆婆血压很高，服药后血压波动大，还
存在血糖高、心电图异常等症状。邱医生
立即通知家属并及时帮陈婆婆转诊到海沧
医院治疗，有效避免了病情恶化。

家庭医生是居民 24 小时的健康管家，
是保卫居民健康，帮助居民进行健康管理
的贴心卫士。《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的指导意见》指出，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对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
沉，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
标具有积极意义。家庭医生签约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在于居民是否真正受益，医务人
员能否积极参与。

经过充分调研和探索，厦门市推出了
“三师共管”的团队服务模式，即以家庭医
生为责任主体，专科医生为技术支撑，健康
管理师为辅助。该模式实现了医院为中心
向医生为中心的转变，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市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为居民提供
签约品牌服务，让居民看病更便捷、签约更
实惠。签约服务团队以家庭医生为管理的
核心，家庭医生根据签约对象病情需要，帮
助推荐联系或预约相应专业的二、三级医
院专科医师，共同提供服务。

家住厦门海沧的黄赐福老伯今年 71
岁，他告诉记者，2015 年他患上了右上肺
鳞癌，到海沧医院手术化疗后康复，但其他
慢性病也花费不少。“我只有厦门市民医
保，每年医疗费都要自付不少。今年 9 月
份，厦门市推行签约医生服务后，我和老伴
第一时间就来签约。现在，我医保卡里的
500 元已经用完，到社区医院复查每次只
要交一小部分的费用。需要到海沧医院就
诊只要打电话给李医生，她就能帮忙预约
了。社区医生水平高、服务好，看病方便又
省钱。”

根据规定，2016 年 9 月 5 日以来，已有
2932 名签约居民享受到在基层就诊免除
500 元起付线的优惠，累计减免费用 147万

元。按照签约服务数量统计，1 年就可为签
约居民减免 1.55 亿元诊疗费。此外，还有
24781 人次居民享受到 4 周及以上的长处
方，与原有慢病病人每周到大医院开药相
比，签约慢病病人每人每年可节省挂号诊
疗费 828元。

截至 11 月 1 日，厦门市签约的高血压
病居民有 105415 人、糖尿病居民有 45019
人，按签约慢性病病人 50%人员享受长处
方测算，仅挂号诊察费就可以节约 6228
万元。如果算上来往交通和误工等费用，
长处方的效益将更加显著。

“我有高血压，长期服药。以前都是
自费上大医院看病拿药，每次至少要花半
天时间，而且只能开 1 到 2 周的药，很耽误
时间。自从与社区医生签约后，一次就可
以开 4 到 8 周的药，每次就诊社区医生都
耐心询问病情，调整用药。我的健康管理
师范香姬还耐心地给我讲解高血压防治
的相关知识，比如说低盐饮食要怎样控制
用盐量，平时选择什么运动方式比较好
等。我觉得家庭医生真是好，不仅管治
病，还管保健。”家住海翔社区的田粉青
说，为了方便监测血压，签约家庭医生还
给她绑定了可穿戴设备血压计，在家里测
完血压，数据就及时传输到医生和健管师
的手机端，发现血压高于正常值时，她们
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询问并指导。

“三师共管”让居民看病实现了“多快
好省”，管好了健康也管出了居民口碑。

“三师共管”还在管好慢性病患者健康的
同时，管出了家庭医生的信心，增强了病
人对基层医疗服务的信任感，良好的口碑
和获得感反过来又有力推进了家庭医生
的顺利签约。

自 9 月 5 日上线签约以来，截至 11 月
24 日，厦门市共完成签约 449213 人，签约
率达到 21.3%。已经提前完成中央深改
组和七部委指导意见的签约覆盖率要
求。签约重点保障有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的人群，充分体现了“慢病先行，长者优
先”的原则，其中高血压覆盖率达 36.6%、
糖尿病覆盖率达 30.6%、65 岁以上老年人
覆盖率达 49%、“三师共管”慢性病病人续
签率达到 83%、高危家人签约率达 78%。

家庭医生制度不仅对病人有很大的
帮助，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件好事。签约服
务团队在签约及履行签约服务职责的过
程中个人收入增加了，职业荣誉感也显著
提升。据了解，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收入

每年将较以往增加 3 万元至 6 万元不等。
此外，由于在编制、聘用、晋升、培训、评奖
等方面重点向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倾斜，
也增强了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的职业吸引
力，提升了签约服务水平。

但是，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迅速
推进，基层服务人员不足也成为制约家庭
医生服务进一步拓展的瓶颈。为了破解这
个问题，厦门市首先鼓励医院的退休医生、

在职医生，自愿参与，加入到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中来，盘活现有医疗资源，保障家庭医
生团体质量。同时，加强人员培训，从全科
医生培训、健康管理师培训、健康管理员培
训等多个途径，为签约团队输送新生力
量。此外，厦门市还积极利用可穿戴设备、
手机 APP 软件等，通过互联网和手机进行
健康管理，并在数据统计、信息共享方面打
造健康大数据理念。

厦门市“三师共管”创新健康管理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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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加强养老保障管理业务监管

保监会近日发布通知明确，开展养老保障管
理业务的养老保险公司和养老金管理公司注册资
本不得低于 5亿元人民币，且须始终维持不少于 5
亿元净资产。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应根据投资组合
开放频率和组合资产整体变现能力，在投资组合
说明书中明确投资组合的开放频率及不动产类资
产、其他金融资产等另类资产的投资比例。

2050 年中国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应对人口

老龄化高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的养老金融

也有必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下，以有效

的制度供给来应对实际挑战。此次出台的通知从

国家层面加强养老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将进一

步推动保险业管理养老资产与服务社会发展的紧

密结合，进一步推动提升商业养老保险供给和服

务能力。建议针对养老或者养老金融设立综合性

的监管体系。

30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制定修订

国家卫计委日前印发《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
评估“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在“十
三五”期间制定、修订 300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划》明确，将形成相对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管理规范和技术指南体系，完成第 6 次全国总
膳食研究，构建覆盖 24 大类食品的食物消费量和
毒理学数据库，完成食品中 25 种危害因素的风险
评估，阶段性开展食品安全限量标准中重点物质
的再评估。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工作与社会经

济发展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之间

还存在一定差距，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要

积极发展基层食品监测能力，发挥好大数据分析

等信息化新技术对食品营养安全的保障作用，要

建立健全食物消费量、食品毒理学和营养监测等

风险评估基础数据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与

监测评估工作的协作共享机制等。

旅行社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公布了《旅行社条例（修订
草案送审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送审稿就网
络旅游经营行为作出相关规范，并调整质量保证
金制度，进一步完善旅游法律法规体系。

旅游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新方式。而在

百姓出游的同时，强制消费、乱收费、黑导游等乱

象丛生。该条例的制定，将有效规范旅行社行为，

付费旅游应当明码标价，不得利用虚假、使人误解

的手段诱骗旅游者进行交易，或者违反法律、法规

牟取暴利等，该条例还对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不

得强迫旅游者参加购物活动等容易发生纠纷的情

况作了严格和详细的规定，如果违反该条例将对

违法者依法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旅行社才能合法

经营，百姓才能放心出游。

江苏取消职称考试“英语门槛”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出台《关
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
将外语水平与职称评审挂钩，取消职称计算机应
用能力要求，聚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努力为人才“松绑”。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

明确规定，合理界定和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此前

已有多地出台相关政策。实际上，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职业技能评定应与时俱进，有的专业基本

不需和英语打交道，规定硬性考试只会耗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及社会资源。此外，近几年社会上各

种针对职称考试的培训机构层出不穷，甚至只要

交足够多的“学费”，即可“包过”，不仅扰乱了市场

秩序，还伤害了职称评审的公平性。按实际需要

评审职称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才作用，也有利

于规范市场秩序。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童政报道：广西
近日出台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实施意见，将现有的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建立全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据介绍，整合完成后，广西城乡居民医
保将实行统一的个人缴费标准和财政补助
标准，在提高政府补助标准的同时，适当提
高个人缴费比重。建立筹资与保障待遇动
态调整机制，逐步缩小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
与实际支付比例间的差距。整合并轨后，还
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城乡居民医保药
品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明确药品和医

疗服务支付范围。同时将统一城乡居民医
保信息管理系统，实行全区城乡居民医保就
医服务“一卡通”。此外，还将通过支持参保
居民与基层医疗机构及全科医师开展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制定差别化的支付政策等措
施，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逐步形成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
新秩序。

目前，广西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工作正处于整合交接阶段，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正按照工作方案规定的责任分工，上下
联动、协同推进，争取明年 1 月起开始实行
全自治区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广西将统一城乡居民医保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浙江温州市率
先在国内建成健康信息共享一级平台，在全
市形成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方
面信息互联互通、协同共享的健康信息服务
网络。

据介绍，去年温州市将生命健康产业作
为重点发展的十大新兴产业，至今已相继构
建了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养老养生、生物制
药、医药科研、装备制造等现代生命健康产
业体系。目前，该市正对接韩国高端美容健
康产业，并依托海峡两岸(温州)民营经济创
新发展示范区及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建
设，积极引入台湾地区资本及优质医疗资
源，成功签约台资合作办医项目 5个。

与此同时，温州市放开市场，鼓励大社
会办大健康。积极引进上海复星集团投资
组建浙江省首个医院混合所有制合作项目

“温州老年病医院”。温州康宁医院 2015 年
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

如此，产业集聚效应显现，破解了温州
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群众得到实惠。
据了解，该市健康信息共享平台建成后，全
市所有医疗机构直接与平台交换共享，市级
影像、心电中心远程诊疗分别达到 102 万人
次和 12 万人次。与此同时，温州市还在浙
江省创建了首个区域智慧健康手机 APP 平
台，建成温州市联合预约挂号平台，预约数
量居全省首位。

温州首创健康信息平台

家庭医生是居民的健康

管家、贴心卫士。厦门市通

过推行“三师共管”的团队服

务模式，以家庭医生为责任

主体，专科医生为技术支撑，

健康管理师为辅助，实现了

居民治病以医院为中心向医

生为中心的转变，以治病为

中心向以居民健康为中心的

转变

△ 厦门市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健康管理师成

为患者的“健康顾问”。

陈境琨摄

▽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卫生院到村居一线组织家庭医生进

行签约服务。

陈境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