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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综合征、严重先天性心脏病、
重型地中海贫血……出生缺陷危害婴
幼儿健康，一些重大出生缺陷往往伴
随患儿一生，将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
沉重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9月12日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
的活动主题是：预防出生缺陷，科学健
康孕育。发布推广出生缺陷防治健康
教育核心信息 20 条、推进出生缺陷三
级防治策略、开展出生缺陷防治能力
提升计划……近年来，我国采取系列
措施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从

“被动防御”到“主动预防”，给孩子一
个无“陷”未来。

关口前移 高度重视出
生缺陷防治

今年37岁的二胎孕妈妈徐女士定
期在武汉一家妇产科医院做产检，孕12
周时超声检查发现胎儿有严重畸形。

“检查中发现胎儿全身皮肤水肿，
颈部淋巴水囊瘤，双侧胸腔积液。”医
院超声科负责人透露，这种情况下，胎
儿需要进一步检查染色体。临床发
现，淋巴水囊瘤患儿超70%存在染色体
异常。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
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导致早
期流产、死胎、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
的重要原因。

张元珍提醒，有些“二孩”“三孩”
妈妈认为自己有生育经验，较容易忽
视孕产检查。但随着年龄增长，孕产
妇的身体状况不同以往，胎儿发生染
色体异常和结构畸形的几率也会增
加。若孕产妇自身有免疫性疾病，要
在孕前及时调整生活方式，如日常需
服药，应选用对胎儿发育影响最小的
药物。

多位受访妇产科专家呼吁，要重视
婚前、孕前和孕早期健康教育、优生检
查和咨询指导，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

据了解，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医疗
卫生事业的投入，目前全国经批准开展
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达527家。

多措并举 健全出生缺
陷防治链条

生育健康的孩子是每个家庭共同
的期盼。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
同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
治，特别是推进出生缺陷防治服务的
均等化，建立起覆盖全链条的出生缺
陷三级防治体系。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司长
宋莉介绍，一级预防需要把好婚前、孕
前关口，通过健康教育、婚前保健、孕
前健康检查等服务，让出生缺陷尽可
能不发生；二级预防通过提供全方位
孕产期保健服务，加强产前筛查、产前
诊断和知情干预，进一步减少严重致
死致残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是在出生
后尽早对新生儿进行疾病筛查，通过
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和早康复，尽
可能减少出生缺陷导致的婴幼儿死亡
和先天残疾。

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安排
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等出生缺陷防治相关重点
项目；在中央财政支持下，提供生育
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推进出生缺
陷干预救助项目……我国把出生缺
陷防治作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断健全出生缺陷防治
链条，提升出生人口素质。

“目前，我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服
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已为超1亿名
农村育龄妇女进行免费叶酸补服；全
国婚前医学检查率从 2011 年的 41.9%
提高至2022年的74.8%，全国产前筛查
率从 2011 年的 22.7%提高至 2022 年的
88.7%。”宋莉说，在新生儿阶段，全国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和听力障碍筛查率
均达90%以上。

加大筛查 聚焦重点疾
病防治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已知的出生
缺陷超过 8000 种。近年来，部分重大
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下降趋势，因出生
缺陷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和 5 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均比2011年降低50%以上。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介
绍，发现孩子耳聋后可通过人工耳蜗
等方法及早干预；孕期有效产筛可降
低唐氏综合征发病率；针对南方部分
省份高发的地中海贫血，加强婚前保
健、产前筛查和诊断等措施，重大缺陷
发生率已明显下降；从2018年开始，我
国采用“双指标法”筛查先天性心脏病
新生儿，加强先天性心脏病产筛的医
疗机构联动，实现全生命周期从孕、产
到出生后的整体筛查。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目前
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 3032 家，已建
立 3364 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070
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今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出
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2023-2027
年）》提出，到2027年，一批致死致残重
大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出生缺
陷导致的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分别降至1.0‰、1.1‰以下。

宋莉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健全服
务网络、加强人才培养、深化防治服
务、聚焦重点疾病、提升质量管理、强
化支撑保障 6 方面措施，推进落实 18
项工作任务，全面提升出生缺陷防治
能力，促进出生缺陷防治工作高质量
发展，努力更好保障广大群众生育健
康孩子的美好愿望。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预
防
出
生
缺
陷
日
：

从
﹃
被
动
防
御
﹄
到
﹃
主
动
预
防
﹄
，给
孩
子
无
﹃
陷
﹄
未
来

新
华
社
记
者

李
恒

闫
睿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
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福
建在对台工作全局中具有独特地位和
作用。为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现就支持福建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突
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
在福建全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和先
行示范作用，善用各方资源，深化融合
发展；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
遇的政策制度；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先
行先试，扩大授权赋能，持续推进政策
和制度创新；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持续推进、久久为功，因时因地制宜，支
持条件好、优势突出的地区率先试点、
以点带面，引导其他地区找准定位、协
同增效。

工作目标。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基本建成，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
家园的效应充分显现。融合发展的政
策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两岸一家亲、闽
台亲上亲”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闽台
人员往来更加便捷，贸易投资更加顺
畅，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
展；厦门与金门、福州与马祖融合发展
示范效应不断显现，平潭综合实验区对
台融合作用充分发挥。

二、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
一家园

（一）畅通台胞往来通道。适度超
前开展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
金等要素保障力度。推动闽台基础设
施应通尽通，构建立体式综合性对台通
道枢纽，畅通闽台与大陆其他地区连接
通道。加强物流枢纽等重大物流基础
设施布局建设，完善区域物流集散体
系。进一步优化、加密福建沿海与台湾
本岛及金门、马祖客货运航线。为两岸
同胞往来闽台和台胞在闽停居留营造
更宽松政策环境。鼓励更多从未来过
大陆的台湾同胞来闽走访交流。

（二）促进台生来闽求学研习。对
台胞子女在闽中小学和公立幼儿园就
读实行“欢迎就读、一视同仁、就近入
学”的政策。支持福建高校和科研院所
通过多种方式扩大招收台湾学生规
模。支持两岸高校在闽开展高水平合
作办学与多元化合作，支持台湾优势特
色产业企业以多种形式在闽参与职业
学校股份制、混合制办学。建立一批两
岸青少年研学基地。

（三）鼓励台胞来闽就业。支持在
闽各类企业特别是台企聘用更多台湾
员工。加大在闽职业学校招聘台湾教
师力度。进一步扩大直接采认台湾职
业资格范围。台湾地区医师按规定在
闽执业。逐步扩大取得国家法律职业
资格的台湾居民在闽从事律师职业的
执业范围。大力发展包括台资机构在

内的多元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四）扩大台胞社会参与。支持台

胞参与福建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社会
公益等各项事业发展。支持台胞深度
参与福建当地社区建设、基层治理等实
践活动。支持台胞加入相关行业性、学
术性、专业性社会团体。开展台胞担任
在闽非宗教社会组织负责人、法定代表
人试点。支持台胞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参评各级荣誉和奖项。鼓励台胞担任
仲裁员、调解员、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
员、检察联络员及司法辅助人员等，参
与福建法治建设。

（五）便利台胞在闽生活。取消台
胞在闽暂住登记。鼓励台胞申领台湾
居民居住证。台胞在闽定居落户实现

“愿落尽落”。扩大台湾居民居住证身
份核验应用范围，努力实现台湾居民居
住证与大陆居民身份证社会面应用同
等便利。鼓励台胞在闽购房置业。完
善台胞在闽就业、就医、住房、养老服
务、社会救助等制度保障，依法依规将
在闽台胞纳入大陆社会保障体系。

（六）完善涉台司法服务。打造汇
聚涉台法律研究咨询、台湾地区法律查
明为一体的开放性资源共享平台。加
强两岸仲裁机构交流合作，允许台湾民
商事仲裁机构在厦门设立业务机构、开
展涉港澳台和涉外仲裁业务。打造大
陆涉台司法服务优选地，为台胞台企参
与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持续
优化涉台执法、检察、审判、执行监管等
机制，不断完善涉台法律服务。

三、促进闽台经贸深度融合
（七）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支持福

建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引导台胞
台企共同建设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
营商环境。制定促进闽台融合放宽市
场准入特别措施的意见。鼓励福建自由
贸易试验区扩大对台先行先试。支持对
台小额贸易创新发展。建设两岸标准共
通服务平台，鼓励两岸产学研企共同制
定行业共通标准，探索建立台企资质评
估及认证体系。完善台胞台企权益保障
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渠道，
推动在闽台商台企量增质升。

（八）深化产业合作。支持有条件
的地区建设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加强闽台产业合作，提升两岸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强要素保障，
支持古雷石化产业基地、宁德动力电池
集群等建设集聚两岸资源要素有全球
竞争力的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集群。
支持福建企业与在闽台企共建企业合
作联盟。支持建设多层次两岸金融市
场，创新两岸社会资本合作方式，推动
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支持海峡
股权交易中心“台资板”创新升级，加强
与新三板合作对接，推动更多符合条件
的在闽优质台企在大陆上市，鼓励更多
台企参与大陆金融市场发展。支持两
岸时尚创意产业合作，共同培育民族特
色品牌。

（九）促进台湾农渔业和中小企业
在闽发展。鼓励台湾农渔民参与福建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参与乡村振
兴。持续造福台湾农渔民，在用地、融
资、开拓内销市场等方面提供更多便
利。深化闽台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支持
台湾业者参与福建乡村旅游提质升

级。加大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支持力
度，开展海洋经济等领域交流合作，支
持台企台农集聚地区创建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建设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
基地及国家现代农渔业优质平台。吸
引台湾业者来闽从事电商、康养、物流、
餐饮等服务业。支持符合条件的大陆
台企申报中华老字号。鼓励台湾中小
企业来闽发展，支持福建创建海峡两岸
中小企业合作区。推动两岸未来产业
发展合作。探索两岸服务贸易合作发
展新业态。

（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鼓励闽
台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建共性技术研发
平台，推动在闽台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转型。支持福州、厦门建设特色鲜
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闽台人才集
聚平台。打造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科技
成果转化平台，支持台胞台企参与绿色
经济发展。

四、促进福建全域融合发展
（十一）支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

发展。支持厦门开展综合改革试点，以
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厦门在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大自主权。实
施金门居民在厦门同等享受当地居民
待遇，率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
惠化便捷化，打造厦金“同城生活圈”，
深化厦门大学与金门大学校际交流合
作。探索厦金合作共建基础设施模式，
加快推进与金门通电、通气、通桥，支持
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

（十二）支持福州与马祖深化融合
发展。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支持马
祖居民在福州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
遇。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促进
福州与马祖在文化旅游、海洋渔业等领
域创新融合，吸引台胞台企参与福州数
字经济发展。推进福州与马祖通水、通
电、通气、通桥。支持福州新区与平潭
综合实验区建立对台融合协同机制，实
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十三）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
发展。支持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快构建
全方位对台开放格局。逐步构建对台
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扩大
对台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探索建设两岸
共同市场先行区域。支持平潭综合实
验区建设更加便捷的两岸往来通道。
研究放开台湾信息服务等行业准入，研
究探索加快扩大教育开放相关举措。

（十四）推进福建其他地区开展融
合实践。发挥泉州、漳州闽南语地区台
胞主要祖籍地优势，建设世界闽南文化
交流中心，开展与澎湖融合发展实践。
支持龙岩、三明发挥客家祖地优势，创
新两岸客家文化交流。支持三明建设
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支持
莆田以妈祖故里、海峡两岸生技和医疗
健康产业合作区等为载体，深化对台交
流合作。支持南平深化生态、文化、旅
游产业对台合作。鼓励宁德拓展新能
源、海洋养殖产业对台合作。

五、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
（十五）扩大社会人文交流合作。

支持闽台两地各类民间组织开展常态
化交流，鼓励符合条件的台湾民间组织
在闽设立办事机构。支持厦门大学等
加强涉台研究机构建设、与台湾各类智

库交流合作。办好海峡论坛等两岸重
大交流活动。实施闽台历史展示溯源
工程，开展闽台族谱对接、寻根谒祖等
活动。发挥妈祖等民间信仰精神纽带
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信俗交流活
动。鼓励台湾宗教界和其他社会人士
来闽短期学修。支持闽台佛教、道教交
流合作。建立健全平台企业促进闽台
人文交流的激励机制。

（十六）鼓励青少年交流交往。支
持闽台各领域各行业青年团体建立常
态化交流渠道。加强海峡两岸青年就
业创业平台建设，助力台湾青年来闽追
梦、筑梦、圆梦。支持闽台两地中小学
校加强校际交流，开展棒垒球等青少年
特色体育项目合作。利用新媒体、流行
文化、互联网广泛开展体验式、沉浸式、
互动式交流活动，不断扩大闽台青年共
同“朋友圈”和“事业圈”。

（十七）促进文化领域融合发展。
鼓励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
展。打造更多文化产业合作平台，鼓励
台湾文化业者投资入驻。支持闽台合
作项目通过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对外展
示。试点允许台湾业者在闽投资设立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引导闽
台业界合作制作影视精品。汇聚两岸
文化娱乐资源，打造两岸流行文化中
心。继续开展涉台文物保护工程。鼓
励台胞申请福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支持闽台妈祖宫庙联合开展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妈祖
信俗”保护行动，共享保护成果。推进
两岸闽南红砖建筑、妈祖文化史迹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实施“南岛语族起
源与扩散研究”项目。支持台企申请文
物保护工程资质，台湾专业机构和人员
参与福建省内考古项目。

六、强化组织保障
（十八）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党中央对福建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十九）完善工作落实机制。中央
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协调，做
好整体规划，建立动态优化完善机制，
推进政策落实、评估调整和总结推广等
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提
出创新举措，加强政策支持，全力支持
福建探索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新机制新
路径新模式。福建省要强化主体责任，
建立协同落实机制，发挥各方作用，创
新工作方法，确保各项举措落地见效。
建立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专家委员会，开展深化闽台融合发展等
政策研究。

（二十）夯实法治保障基础。做好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法治保
障工作。本意见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
凡涉及调整适用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
的，按法定程序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
务院授权后实施。

（二十一）提供财力支持。中央财
政通过现有资金渠道，支持福建开展涉
台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中央预算内
投资相关专项要加大对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重大项目支持力度。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 设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示 范 区 的 意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