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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 ▲ ▲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

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有一面长长的
红色展示板，远远望去，“感恩”两个大
字分外显眼。

这里有去年疫情防控期间驰援金银潭
医院的全国各地医疗队的照片，“感谢你
们为湖北拼过命！”展示板上这句话是金
银潭人的心声，也代表所有湖北人的心
声。

5月 18日上午，调研组走进金银潭
医院，在展示板上看到了好几张熟悉的面
孔，这几位前来驰援的专家都有一个共同
身份：全国政协委员。

白衣为甲，是医者天职，而为国事分
忧，则是每一位政协委员肩负的使命。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这家传染病医院
成为全国瞩目的“风暴眼”，它收治了近
3000名新冠肺炎患者，重症、危重症患者
达70%以上。调研第一站来到这里，是因
为委员们想知道，“风暴”过后，医院如何将

“战时”经验转化为传染病防控的常态举
措，从而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

“总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应急病房楼
正在建设中，负压病房由目前的4个增加
到 45 个，还有科研大楼项目也在建设
中。在加强平战结合的同时，我们还将强
化科研攻关，提升传染病诊疗科技能力，
让新发、突发传染病更早发现，更快遏
制。”金银潭医院负责人指着墙外工地伸
出的长长吊臂，告诉调研组。

所谓平战结合，意味着小到一家医
院、大到整个应急体制，平时准备充分，
危机来临时能够迅速顶上去，以实现“平
时”到“战时”的快速转换。

在这方面，英雄的湖北人民带给调研
组很多启示。

现在，湖北正着力打造医防一体、平
战结合的疾控体系改革和以强化基层为重
点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湖北样板”。调
研组了解到，去年6月，湖北就出台了
《关于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和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的意见》，为“湖北样板”
立梁架柱，平战结合是文件中的关键词之
一。

推进平战结合，湖北的“邻居”重庆
行动也很快。

5月 19日，调研组到达重庆时，全
市已连续450天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重
庆按“平战结合、长短结合”原则，第一
时间作出了启动公共卫生应急医院建设的
决策部署，不仅满足当时需求，而且充分
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在永久固定设施的设
计上充分考虑平战状态转换的可能性。

现在，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建立平战结
合的物资储备和医疗救治体系。在吴凡委
员看来，当前需建立完善“平”与“战”
的转换机制，“什么时候是‘战’？谁来拍
板，谁来按下平战切换的‘按钮’？还需
明确和细化。”

调研中，委员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
公共卫生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在大
家看来，它不仅要满足“平时”国家对公
共卫生机构管理的信息化需求，更要满足

“战时”对重大疫情救治机制的有效支撑。
“我们把监测信息变成政策的能力不

足，往往是提交了一堆数据报告，但很难
转化为决策。”吴凡委员说。对此，全国
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孙咸泽认为，
公共卫生领域的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应用，
应提高相关数据报告的实时分析、集中研
判能力，从而真正达到监测预警的目的。

▲ ▲ ▲

“医”与“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门诊大楼旁有间小屋，窗户上写着
“预检分诊台”字样。“一旦发现健康码是
红的，体温37.3℃以上，有咳嗽、乏力等
症状，就会马上护送到发热门诊去。”分
诊台旁一位护士指着旁边停着的一辆救护
车说。

5月 18日下午，在湖北省咸宁市中
心医院，调研组看到了完整的门诊预检分
诊工作流程。

一个小小的工作流程能起到大作用，
因为传染病最先发现往往不在传染病医
院，而是在综合医院。

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是我国应对疫情的中流砥柱，但在这一
过程中，医防分离的问题不容小觑。

“从长远看，‘医’与‘防’是一枚硬
币的两面，不能割裂。”全国政协教科卫
体委员会主任袁贵仁说。

调研组认为，创新医防协同机制，重
点在“医”，即医院尤其是综合医院要担
负起疾病预防控制的职责。

“要把首诊负责制落实到底，不管在
哪，第一个接诊传染病人的医疗机构及其
首诊医生要对就诊病人负责。”孙咸泽说。

在重庆与调研组座谈时，重庆医科大
学病毒性肝炎研究所所长任红委员认为，
首诊负责制不仅在于能把传染病准确诊断
出来，还包括隔离、救治、转诊等一系列
规范性处理程序，他建议加强对临床医师
的公共卫生教育培训，加强综合医院感

（传）染科室建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委员则建议实现各级
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的互联互通，建立完善
的信息沟通机制。

防的重点在“医”，而“医”的薄弱点
在基层。

我国已经构筑了世界上最大的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但是，相当一部分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尚不具备传染病筛查与预防能
力。

在这方面，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
镇黄荆塘村卫生室令委员们眼前一亮。

5月 18日下午，调研组在黄荆塘村路
边看到一栋黄灰相间的漂亮小楼，里面有窗
明几净的诊室和崭新的设施。在上级支持
下，这个村卫生室刚按照“医防结合，平战
两用”的要求进行了重新改造，配备医护人
员3人，包括医生1人、护士1人、公共卫

生人员1人，此外还设有诊断室、治疗室、
处置室、健康教育室等，可随时转为传染病
人的筛查和临时留观场所。

“村医有编制吗？”
“有，只要大专学历就可以考编制，有

些没考上编制但已经在村医岗位上工作很长
时间的，也会给他们买养老、医疗保险。”

“药是乡镇卫生院拿过来的吗？”
“是的，村卫生室人财物都由乡镇卫生

院统一管理。”
站在村卫生室门口，委员们围着当地卫

健委和村卫生室负责人询问了许多问题，深
切感受到湖北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上的努力。

现在，湖北拟拿出一万个事业编制充实
到村级医疗卫生机构，计划经过三五年努
力，每个行政村配备1到2名大学生村医。

“基层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不在于
服务水平有多高，而在于堵住漏洞。”这是
唐旭东委员的观点。赵家军常委认为，医疗
卫生机构的医防协同不能沿用同一种模式，

“不可能每个村卫生室都分得这么细，有西
医、中医、公共卫生医师等等，有时候得像
东北‘一锅炖’，把医与防的职责融为一
体。”谈到医防协同，董瑞委员建议让社会
办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一样成为公共卫生

“监测哨”，更好地做到堵漏洞。

▲ ▲ ▲

“我的专业选择没错！”

“填报高考志愿时，觉得‘预防医学’
这词很高大上，就毫不犹豫地填了。”

5 月 19 日下午，重庆医科大学校园
内，一位预防医学专业大五女孩说起自己选
专业的原因，她直率的表达让调研组的委员
们都笑了。

站在学校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的教学楼
前，调研组与学院师生们来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站谈”会。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医卫界的
重量级前辈，对于学生们是难得的机会，他
们都像这个女孩一样又兴奋又紧张。

重庆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已有30余
年历史，形成了完整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
女孩告诉调研组，她已报考郑州大学公共卫
生专业研究生，准备将专业选择进行到底。

“我的专业选择没错！我们的理想就是‘学
好预防、饿死临床’。”她的话再次引发现场
的笑声。

“你们做好疾病预防工作，就能节约很
多医疗资源，造福百姓。”作为临床医师的
顾瑛委员微笑着回应了这个女孩。顾瑛还把

“学好预防、饿死临床”这句话改成了“学
好预防、闲死临床”，她鼓励在场的学生
们：“让我们共同努力！”

学生们对公共卫生事业的热忱显而易
见，但在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上，公共卫生
医师与临床医师尚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是事
实。

现在，多地都在尝试改善公共卫生人员
薪酬待遇。在湖北调研时，省疾控中心主任
刘家发告诉调研组，“我们现在正想办法，
允许疾控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
平，为社会提供医疗卫生技术服务，收入扣
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
人员奖励。”

调研中，委员们希望公共卫生事业能拥
有更长效、更可持续的投入保障机制。但
是，无论什么改革，要做到可持续，都非一
时一策所能奏效。

在此次调研前不久，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局正式挂牌成立，这让调研组对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的改革重塑有了更多信心与期盼。但
委员们也表达了担忧：三五年的重视没问
题，三五十年后还能这么重视吗？

“俗话说‘财神跟着瘟神走’，‘瘟神’
走了‘财神’也会走。我们有点害怕‘好了
伤疤忘了痛’，能不能把对公共卫生事业的
持续投入和保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
是湖北省卫健委主任涂远超的呼吁。对此，
黄爱龙委员认为，公共卫生安全应纳入国家
安全战略，对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应该像对部
队一样给予相应保障，进行统筹谋划和长远
布局。

一路上，委员们多次谈到“长远”。怎
么样才能“长远”？在大家看来，这需要跳
出部门和区域利益掣肘，真正从有利于老百
姓健康的角度思考改革路径，唯其如此，公
共卫生防护网才能织得更密更牢。

““网网””住安全与健康住安全与健康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调研专题报道调研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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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公共卫生体系如何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是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医药

卫生界、教育界联组会时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聚焦影响
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

5月17日至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调研组，就“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先后
赴湖北省、重庆市调研，此次调研是为全国政协举行同一主题双周协商座谈会作准备。调研组实地考察多个医院、村卫生
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学院校和生态修复工程，与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医学院校师生、社区工作者、医药企业代表
和基层群众广泛交流，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两地相关情况介绍。

在调研组看来，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重点要推进平战结合、医防协同，将从过去专业条块管理转为社会各部门
高度协同综合管理，实现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把纷繁复杂的“线头”理顺、扎紧，做到“纲举目张”，让这张网
真正“网”住人民的安全与健康。

调研组在湖北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镇黄荆塘村卫生室调研

调研组在重庆医科大学与师生们交流

政协以委员为主体，调研需要委员唱主角，这样的理念
贯穿于此次调研的每一个环节。

调研组召开的每场座谈会都坚持“谁调研谁主持”的原
则，这意味着所有的协商都是以“我”为主，调研组能更好
地把控讨论的方向和节奏。“我们是来共同研究问题的，不
用念稿子，委员有问题中间可以插话，大家畅所欲言。”每
次开会前，主持会议的卢展工副主席都要强调这句话。

开会的主要目的是协商，省去穿靴戴帽的时间，能够提
高协商的效率。在湖北和重庆召开的座谈会上，你来我往的
互动很频繁。在湖北省咸宁市的村卫生室和重庆医科大学，
调研组还临时组织了小型“站谈”会，与当地卫健委、村卫
生室负责人和学校师生们站在一起聊，很热烈。形式上的拘
泥少了，内容上的充实就增加了。

调研中，委员们时常给同行传授经验，送去真诚的鼓
励，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凝聚信心与共识，他们所到之处，
总是洋溢着暖心的气氛。

在重庆市疾控中心，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高福委员和董
小平委员大方地给“自己人”点赞：“我们的疫情为什么控
制这么好，看疾控中心的工作就知道。”“我们有情怀、有能
力、有期盼！”

在重庆医科大学的校园，调研组和师生们的“站谈”妙
语频出、笑声不断，学生们从前辈的话语中升华了认识，汲
取了智慧与动力。

四天的调研时间不算长，但“密度”很大。调研组的白天用
来“看”和“问”，晚上还有近四小时的“茶叙”时间用来“想”和

“说”。虽然有点累，但大家普遍感觉收获很大，调研同时也是
学习，每过一天，对调研主题的思考又加深了一层。

没有独角戏，唱的都是“群戏”，尽可能调动每一位参
与者的积极性，让每位委员的“主角”意识得到充分发挥，
调研就会有广度和深度，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委员唱主角，调研有深度
本报记者 谢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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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组在重庆市疾控中心了解传染病监测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