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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
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人民
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国务院新闻办 1 日举行

“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负责人围
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 护佑人民健康”主题介绍了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不断提升

公立医院的改革和高质量
发展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看病就医体验。国家卫生健
康委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9
月，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
次达到51.1亿，医疗卫生机构的
出院人次达到 2.2 亿，医院病床
使用率达到80.2%。

“从这些统计数据上看，无
论是跟去年同期相比，还是跟
2019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相比，
老百姓的看病就诊需求得到进
一步释放，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
率得到持续提升。”国家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雷海潮说。

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直接面
对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需
求，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主任王斌介
绍，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我
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为 8988 万 65 岁及以上
老年人、1.1亿高血压患者、3763万2型糖尿病患
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较 2022 年同期分别提高
40%、3.3%、6.9%。

开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推进健康
中国行动，是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建设健康
中国的重要载体。雷海潮说，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是我们党成功地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
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对于改善人居环
境质量、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提升老百姓健康水
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雷海潮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抓好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打造城乡人居的“新面貌”；普及文明
健康生活方式，实现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再提
升”；探索社会健康管理新模式，跑出健康中国
建设的“加速度”；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激发社会
参与的“动力源”。

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
遏制重大传染病、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是

护佑人民健康的重中之重。现阶段影响我国居
民健康的重大传染病有哪些，防控情况如何？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
王贺胜介绍，目前，我国艾滋病经输血和血制品
传播实现基本阻断，抗病毒治疗覆盖比例达
90%以上，艾滋病疫情整体处于低流行水平；全

国结核病发病率稳步下降；病毒
性肝炎新发感染者数量大幅减
少；部分重点寄生虫病实现控制
与消除的目标，全国 452 个血吸
虫病流行县全部达到传播阻断
标准。

“我国正推进智慧化多点触
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建设，逐
步实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与疾
控信息系统数据自动交换。”王
贺胜说，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
和重点传染病，我国持续完善
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和疫情应
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演练，不
断提升应急处置和流行病学调
查能力。

免疫规划工作是我国疾病
预防控制事业的重要环节。据
介绍，我国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率保持在 90%以上，多种
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发病率降
至历史最低水平。当前，中央财
政每年专项投入超30亿元，国家
免费向居民提供的免疫规划疫
苗增加到“14 苗防 15 病”。不少
省份结合实际，不断扩大本省的
免疫规划疫苗种类。

妇幼健康水平及中
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高

“十四五”以来，我国先后实
施母婴安全、健康儿童等系列行
动计划，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持
续提高。2022 年我国孕产妇死

亡率为15.7/10万，婴儿死亡率为4.9‰，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为 6.8‰，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位
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持续“保安全、
破难点、促发展”，有效保障妇女儿童健康权
益。一方面将不断优化妇幼健康服务，巩固完
善母婴安全保障制度，聚焦儿童近视、肥胖、出
生缺陷、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等难点问题实施一
批专项行动。另一方面将推进妇幼健康服务体
系提档升级，加快实现“省、市、县级均有一所政
府主办的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机构”目标，促进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具有独特
优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
局局长余艳红介绍，目前，我国已建立起覆盖
省、市、县、乡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截至 2022 年
底，县办中医医疗机构覆盖率达87.78%，全国已
有中医馆 4 万余个，9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99.4%的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中医药局将会同有关
部门以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为抓手，
深入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
五”行动计划，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的规范化水
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公平
性、便捷性。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护
佑
人
民
健
康

—
—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等
有
关
负
责
人

谈
推
动
卫
生
健
康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华
社
记
者

李
恒

田
晓
航

顾
天
成

投资项目加快落地、文体旅消费热度攀升、
中小企业信心回升……随着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加快落地实施，10 月份各地加快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进入四季度，各方坚定信心，落实好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不断夯实经济回升的基
础，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观察之一：投资项目加速落地，
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明显

吊车高耸挥舞长臂，工人在井架构架上忙着
拼接，施工车辆往来穿梭……10 月份是入冬前
最后的施工窗口期。为抢抓施工黄金期，鞍钢
西鞍山铁矿项目正在加快施工现场的土地平整
作业。

“总投资 229 亿元的铁矿项目建成投产后，
这里将成为绿色、智能、无废、无扰动的地下铁矿
山。”西鞍山铁矿项目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手递
手”方式，项目矿权办理缩短了 17 个月，前期开
工手续办理缩短了12个月。

“十一”假期刚结束，多地接连召开会议，部
署四季度工作，其中，加快推动投资项目落地是
重点之一。

放眼全国，一批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发挥投
资项目的带动作用：辽宁省目前入库储备项目超
过1.7万个，总投资超8万亿元；陕西省四季度抓
紧新开工600个以上省市重点项目；2023年四季
度湖北省及武汉市重大项目10月26日集中开工，
武汉市开工项目227个，总投资1861.7亿元……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翟善
清表示，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加快。下阶段，要持续巩固
投资增长态势，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
作用。

【记者观察】进入四季度，各地正把项目建设
作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抓手。继续保持抓
高质量项目的定力和耐力，才能持续夯实稳的根
基、蓄积新的动能。

观察之二：文体旅消费加速，新
供给激发新活力

10 月 24 日，南京夫子庙景区的科举博物馆
广场前观者如潮。2023 年全国射箭锦标赛（室
外）在这里进行决赛，引来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局长
姜勇美说，让赛事活动与旅游文化场景深度融
合，激发体育消费新潜力和新活力，能形成非常
强的引流效应，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

10月是传统的消费旺季。今年中秋国庆期
间，全国超 8 亿人次出游、国内旅游收入超 7500
亿元；文体旅融合趋势明显，上海迪士尼乐园、西
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武汉黄鹤楼等文化地标成

为热门目的地。
10 条体育旅游精品线路、9000 万元商超百

货消费券——为迎接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
动会到来，广西推出系列文体旅商促消费活动；
首届湖北省户外运动大会开幕式在恩施举办，打
造高山系列赛事，同时推出优质旅游线路和目
的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商旅文体健相互赋
能，开发新业态、新供给，促进新型消费潜力加
速释放。

【记者观察】进入四季度，各地抢抓黄金周机
遇，通过供需双向发力推动消费升级，激发文体
旅等消费新活力，带动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持续
回暖。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供给能力不
断增强，消费引擎必将更加强劲。

观察之三：秋收已近尾声，秋冬
种抓紧推进

金秋时节，在黑龙江省嫩江市伊拉哈镇，连
片种植的大豆长势喜人，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
穿梭，一个来回就能装满七八吨大豆。

“去年秋整地时政府给了一系列补贴政策，
今年春播时又提供了根瘤菌促进大豆生长。我
这 13000 亩大豆长势很好，预计亩产能到 400 斤
以上。”嫩江市伊拉哈镇幸福乡村家庭农场理事
长王宇心里挺踏实。

在河北省磁县讲武城镇，小麦播种正抓紧进
行。伴随着机械轰鸣声，立体匀播机一次性完成
旋耕、播种，将小麦种在希望的田野。

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杜文纲说，得益于北
斗自动导航驾驶系统，匀播机可进行精准播种，
提高出苗整齐度，为增产打下基础。

当前，各地农业农村、发展改革等部门积极
抓好秋收和秋冬种重点工作。安徽等地全力保
障秋粮收储，备足仓容资金，确保“有仓收粮、有
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江苏等地着力提
升机械化播种质量，组建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加强
技术和服务指导；黑龙江秋收已结束，正着手秸
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提出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秋收已
进入扫尾阶段，秋粮大头已丰收到手，全年粮食
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记者观察】智慧高效、忙碌有序，这是记者
在秋收秋种现场采访的最大感受。随着智慧农
机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农业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在广袤田野间加快落实。政
策支持、科技支撑，人们辛勤耕耘，粮食供给保障
能力稳步提升，丰收增产的基础不断夯实。

观察之四：新能源车市场占有
率提高，需求稳步释放

一台台机械臂在数字化组装线上不断舞动，
依次完成冲压、焊接、总装等环节……在重庆市
赛力斯凤凰智慧工厂里，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辆
新能源车生产下线。

“我们有一款新车型，发布 1 个多月以来订
单量已达7万余台，工厂正开足马力保证订单交
付。”赛力斯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能源车企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消费者认
可度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说。

银川市启动2023金秋5000万元惠民消费券
发放活动，其中发放购车消费补贴1000万元；武
汉市10月13日发放1000万元“新能源汽车消费
券”……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值销售旺季，地
方政府制定出台发放消费券、购车补贴等一系列
措施。与此同时，各大车企也不断推出新产品，
汽车市场需求稳步释放。

【记者观察】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关键在于便
捷充电，未来应持续完善公共充电设施等，着力
缓解消费者“充电难、充电慢”焦虑，筑牢新能源
汽车消费基础。同时还应进一步瞄准基层市场，
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

观察之五：稳增长措施落地见
效，中小企业信心回升

“这笔资金利率低、放款快，缓解了企业资金
周转压力，增强了后续发展信心。”山东博凡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磊说，不久前收到的
300万元“政府采购合同融资贷款”放款，让企业
购置新一批数字化设备的资金有了着落。

“我们积极为政府采购供应商和金融机构搭
建沟通桥梁，帮助中小微企业缓解资金压力大、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政
府采购监管工作分管负责人孟祥真说。

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措施落地生效，中小企业
发展信心有所回升。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数据显
示，三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2，比上季度
上升0.2点，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

江西举办优质中小企业产融对接会，为中小
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桥梁；重庆区域性股权市场

“专精特新”专板开板，首批入板 211 家企业；安
徽省委、省政府在合肥市召开民营企业家恳谈
会……10 月份，各地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
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记者观察】前三季度，中小企业运行多项关
键指标回升向好。近期，我国又对多项阶段性政
策作出后续安排、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快
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一系列举措有利于
稳定广大中小企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进一步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夯实稳增长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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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夯实经济回升的基础
——10月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