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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因团结而生、依团结而存、靠团结而兴，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历史责任。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

优势，做党的政策宣传员、思想政治引领者、界别群众贴心人，把更多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把更多力量汇聚到共襄复兴伟业

的历史进程之中，其间有许许多多生动的履职实践。为此，人民政协报以“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为主题，推出“我的履职故事”进行

集中展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一直以来，有许多政协委员坚守医

疗岗位，为守护人民健康不懈奋斗。本期，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履职故事——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

从伏牛山余脉的山沟里走
出来的我，目睹了父老乡亲备
受疾病的困扰，从小就立志要
学习医学，做一名“健康使
者”。为此，我高考时填报的
志愿清一色都是医学院。1980
年，我如愿以偿地迈入中国医
科大学的校门。五年后，我回
到家乡进入河南省肿瘤医院外
科工作。

刚进入临床一线我就发
现，大多数就诊病人都是中晚
期癌症，尽管外科医生使出浑
身解数进行手术治疗，5年生
存率依然低下。我多次在国内
外研修学习外科治疗肿瘤的新
技术新手段，在临床实践中与
国内外从事肿瘤治疗的同仁们
逐步达成共识：靠外科等单打
手段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协同
作战方式，实施多学科综合诊
疗，才能有效提高肿瘤的治疗
效果。

从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上提交《关于把恶性肿瘤的
发病率作为评估环境保护和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重 要 指 标 的 提
案》，到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
会议上提交《关于进一步加强
完善癌症综合防治体系的提
案》，我围绕实现 《中国防治

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年）》所设定的
目标，提出把健全癌症综合防治体系作为健康中国
建设的重点内容等七方面建议。

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说过：有三样东西支撑着我
的生命，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
不可遏制的同情。每每看到儿童肿瘤患者和家人渴
求的目光，听到孩子们就医的艰辛历程，我心里装
满了说不出的伤痛。为此，我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
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加强儿童恶性实体肿瘤诊治工
作的提案》，建议推动儿童恶性实体肿瘤临床、基
础研究和药物研发及相关医保政策的完善，使更多
稚嫩的小生命得以护佑。

多年医疗一线从业生涯，使我深刻感悟到：全
民健康不仅是医护人员的事，最好的医生是每个人
自己。医学是有边界的，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基于
此，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我提交了
《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工作的提案》，呼吁要加强全民
健身事业发展顶层设计、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加快
推进全民健身场所及设施建设，提升健身服务水平
和科学化水平等。这件站在全民立场和专业视角上
的提案引发强烈反响，入选全国政协2019年度好
提案。

如何把“治未病”的理念落实到癌症预防之
中，如何推动全社会把“少盐多醋、戒烟限酒、均
衡膳食、充足睡眠、适量运动”健康生活方式落实
下去？我深深感到，医生不仅要治病，还要做普及
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践行者、推动者、
宣传者。为此，不管是下乡义诊还是在门诊诊疗，
我坚持为每一位就医的病人给出健康建议。但仅靠
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我在2017年发起成
立了河南省肿瘤防治联盟，有5000余名医务工作
者志愿加入，通过600余场诸如肿瘤防治宣传周、
学术交流会、送医送药进社区下农村等形式多样、
富有特色的活动，积极宣传和普及科学防癌知识，
让六成左右的“生活方式癌”尽可能远离人们。

我们对来医院就诊的5000多例结直肠癌患者
做了一个回顾性调查，约有八成以上的病人就诊时
已达中晚期，约有九成的病人在此之前未做过肠镜
检查。摆在肿瘤防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
是——如何提高癌症的“早筛、早诊、早治”率，
提升癌症的“防、筛、诊、治、康”水平。为此，
我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加快
建立我国癌症早期筛查体系的提案》，提出加快建
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癌症早期筛查体系和针对特定癌
种的整体防控体系等建议。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我将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守好“健康使者”初心，履行

“仁心仁术”使命，交出一份合格的“委员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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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成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以来，在全国政协这个平台上，我始终对履职
工作保持高涨的热情，立足本职，围绕中医药
事业发展和民生福祉热点问题积极建言献
策、投身实践，不断提升履职本领。

在履职工作中最令我难忘的事，当属打
造“民进健康金山行”这一品牌。一次赴金山
的义诊活动，让我亲身感受了远郊群众对中
医的喜爱和痴迷，以及向名老中医求医问诊
的热切期盼，于是我与民进上海中医大委员
会班子商量，提出了与民进上海金山区委会
共建方案，得到金山方面的积极响应。

2017年7月，我所在的民进上海中医大
委员会与民进金山区委会举行了结对共建仪
式，策划开展“民进健康金山行”活动。次月，

“民进健康金山行”的首次中医义诊活动就在

金山当地的亭林医院顺利开展，我们邀请了
上海市中医名家前往金山义诊，惠及160余
名金山老百姓。

5年来，“民进健康金山行”活动已经开
展大型中医义诊10次，邀请沪上知名中医专
家60余人次为2000余人次提供医疗服务。经
过多年的组织完善，民进上海中医大委员会、
民进金山区委会逐步与结对单位民进虹口区
委会、民进衢州市委会、民进嘉善县委会深入
合作，拓展合作单位，形成中医义诊、专家坐
诊、下乡送诊三大系列，为上海金山及周边地
区具有各方面需求的市民带来所需医疗服
务。同时还在亭林医院建立“名中医工作室”，
专家定期坐诊，不定期开展下乡送诊活动，让
金山及周边地区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的医疗
资源。该项目已成为民进上海中医大委员会

的特色项目，对推动党派自身建设、提高履职
水平、提升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能力起到了
积极作用。

今年，“民进健康金山行”项目荣获民进
全国社会服务暨脱贫攻坚工作优秀成果，令
我倍感振奋，激励我坚守初心、正道前行。

2018年，为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
举措，跟进时代脉搏，我与民进上海中医大、
民进上海市委会领导等前往浙江省衢州市参
与沪浙两地民进组织交流合作洽谈，创建了

“沪浙民进组织合作社会服务基地（衢江）”。
这一举措促进了两地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
的合作与发展，也使当地百姓享受到更好的
医疗服务，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了贡
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考虑到中医

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当年的
全国两会上，我提交了《关于将中医药列为疫
情防控“常备军”的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
重视，促进了中医药高效、深入、全面地参与
防控工作。

我一直关注罕见病患者福祉，先后在上
海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关
注中医药干预罕见病的建议》，建议开展中医
药人员罕见病培训工作，宣传对于罕见病确
有疗效的中医诊疗方法，将中医药引入罕见
病政策制定等等，促进了中医药在罕见病领
域服务能力的提升，提案在2021年获得了上
海市优秀提案奖。随后，我关注到罕见病科临
床和基础研究开展难度大，需要更大支持力
度。便向全国政协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罕见
病科学研究水平，促进成果转化，更有力地保
障人民健康，贯彻落实建设“健康中国”的战
略部署，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答复。

履职就是要为百姓发声，为社会做有益
的实事。今后，我将继续以提升百姓福祉为人
生目标，以更大热情将这份事业坚持下去，让
中医药发展更多惠及民生。

让中医药发展更多惠及民生
吴焕淦

从19岁参加工作算起有40年了，其中
在医疗卫生战线工作长达30年。可以说，我
人生的一半都是围绕着服务人民健康而工
作。

还记得30年前，宁夏的卫生医疗资源十
分匮乏、极度不平衡，各种传染病肆虐，特别
是南部山区因缺少医生、技术和设备，老百姓
看病要跨省去甘肃。全区的乡镇卫生院不要
说看病、买药，就连基本的防疫条件都不具
备。当时有的县领导还自嘲说，得个小感冒都
得乘车到银川来看病。每当下乡看到有群众
看不起病而拖着病体无助硬扛的时候，每当
看到有群众拉着病人不得不跋山涉水去外省
看病的时候，每当看到大医院门口病人和家
属排着长长队伍、走廊里挤得难以下脚的时
候，我都会揪心难受。

2003年，我成为宁夏政协委员，这为我
更好地服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了又一个
平台。我开始有意识地把本职工作与政协履

职结合起来，经常深入市县乡镇开展调研，在
与基层群众、工作人员接触中，寻找提案的角
度、价值，并且思考怎么以政协平台助推这些
问题的解决。

2007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了解
到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家萧庆伦教授想在中
国开展“医疗卫生支付制度改革研究”项目，
我感到这是从体制机制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切入点。通过多次与自治
区党委、政府汇报沟通，并多次和萧教授进行
项目接洽和调研，终于将此项目于 2009 年
11月落户宁夏盐池县和海原县。

在试点过程中，我不断总结项目取得的
成效，结合实际提出不少可操作的提案，如
2011年提出《关于在宁夏建立“免费防病，省
钱看病的”模式的建议》，被自治区政协九届
四次会议列为重点提案进行督办。

经过五年的研究实施，试点项目取得了
实质性的成效，宁夏通过改变医保支付方式，

运用经济杠杆，调动了基层卫生医疗资源积
极性，合理分流了病人就医流向，建立了基层
卫生机构运行的“新机制”，让百姓“花最少的
钱看上病”，使危害宁夏贫困地区的结核病发
病率从全国前五位，降到目前倒数第三位，使
宁夏结核病管理模式推广到全国。

2013年，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平
台更为广阔，感觉到身上的责任和担子更重
了。

2017 年前后，宁夏开展了“互联网+医
疗”方面的探索实践，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
医疗行业本身具有高风险性，全国没有支持
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政策，更没有互联网医疗
标准规范执行，政府相关部门对是否支持互
联网医疗发展没有达成共识。宁夏银川市率
先制定了支持互联网医疗发展10多项政策
管理规定，但互联网医疗刚起步，就面临叫停
困难。在组织九三学社宁夏社内医疗卫生、互
联网技术方面的力量进行讨论调研后，我向

九三学社中央和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
德进行汇报，建议九三学社中央就此问题进
行调研。九三学社中央调研组对银川互联网
医疗情况进行调研后，向参会的国家卫生行
政部门提出建议，以审慎包容的态度支持互
联网医疗发展，并在政党协商中向中央领导
提出建议，支持宁夏先行互联网医疗试点。

2018年3月，结合自身多年医疗卫生管
理的经验和调研所得，我向全国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在宁夏建立试点探索
西部地区“互联网+医疗”模式的提案》。提案
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8年 7月，宁
夏获批创建全国首个“互联网+医疗健康”示
范区，并同时批准宁夏建设国家健康医疗大
数据中心及产业园试点，我国的“互联网+医
疗”事业从宁夏走向全国。这对解决宁夏乃至
全国贫困地区优质医疗资源不足问题、助力
脱贫攻坚具有积极意义，也让宁夏偏远地区
百姓“大病不出县、常见病不出乡、小病不出
村”成为现实。

“始于初心，终于初心”。现在，虽然不在
医疗卫生岗位任职了，但是作为一名全国政
协委员，我依然坚守委员的职责，继续为宁夏
各项事业的发展鼓与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40年扑在医疗卫生事业上
马秀珍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委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委
员会副主任员会副主任、、科普委员会委员科普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第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
员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

第十二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河南省委会农工党河南省委会
专职副主委兼内部监督委员会主任专职副主委兼内部监督委员会主任，，河南省肿瘤医院副河南省肿瘤医院副
院长院长、、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教授教授。。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九三学社十四届中央委员会
常委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七届委员会主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七届委员会主委，，第十一届宁夏回第十一届宁夏回
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员会医药卫生民进上海市委员会医药卫生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
所所长所所长、、首席教授首席教授。。

敖虎山敖虎山花亚伟花亚伟 马秀珍马秀珍 吴焕淦吴焕淦

一直以来，我都醉心于心血管麻醉和心
脏骤停患者体外循环救治的探索实践，但一
次意外事件改变了我的观念。

我的一位好友在医院外突发心脏骤停，
但身边并没有人会心肺复苏急救技术，错过
最佳抢救时机，没来得及看妻儿最后一眼，
就憾然离世。这件事情给我巨大的震撼与反
思。其实他的病本可以通过健康管理得到很
好地控制，且如果他身边的人会心肺复苏，
也许能救得回来。

近年来，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数量和发
病率呈暴发式增长，目前已达3.3亿之多，
每年约有55万人因心脏骤停导致死亡，每
分钟就有1～2人因心脏骤停丧失生命。但
目前我国只有不到1%的人会心肺复苏。

2015年 3月，在 3000余名麻醉及心胸
外科专家学者的共同支持下，中国心胸血管
麻醉学会获民政部批复成立，我担任学会法
人秘书长。当年，我就发起了“心手相连·

点亮生命”心肺复苏全国公益普及培训活
动。至今，已在全国30余个省区市建立起
180余个心肺复苏公益普及培训基地，累计
培训100余万人。

2018 年 3月，我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
份 带 着 “ 救 命 神 器 ”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器
（AED）走上两会“委员通道”，坚定地选择
为“心肺复苏”代言。得益于政协“委员通
道”新闻矩阵的裂变传播，呼吁全社会关注
心肺复苏普及的新闻消息覆盖全网，浏览点
击量数以亿计！

之后四年多，越来越多地方和部门将心
肺复苏普及和AED配置纳入规划并开始落实
执行。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我再一次站
在“委员通道”上时，我有了更多的底气。
这一次，我呼吁“倡议将每年的1月20日
设立为国家急救日”，让全社会重视心肺复
苏学习，从国家文化、民族意识层面重视心

肺复苏和急救体系建设，提升全民族的应急
救护能力。此次呼吁已得到国家卫健委正式
答复，将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探索研究。

我来自民族地区，深刻了解民族地区群
众对医疗健康的迫切需求。五年来，我和我
的公益团队行程达2万多公里，深入西藏、
新疆、四川等地的30多个市、县、村，为
偏远地区群众送医送药，服务群众16000多
人，全程接力救助危重患者2例。

在多次组织公益活动和参加全国政协调
研团组中，我发现一些民族地区不仅基层医
疗条件较薄弱、医护人员水平比较低，群众
的健康意识也比较落后，缺乏最基本的健康
管理，因病致贫、返贫比例较高。为此，让
优质的医疗经验和专家资源切实下沉到基
层，服务于当地群众，也成为我努力的一个
方向。

2020 年 1 月，我在全国政协有关会议
上建议，要利用互联网远程诊疗技术，为

民族地区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
伍，同时要加强对基层群众的健康教育、
健康宣讲，用远程技术开展当地医护人员
培训，提高本土医护人员能力，大力发展
传统医疗、民族特色医疗。2022 年 3 月
起，我们组织学会专家利用远程诊疗系统
和“一对一”结对子方式，为 5 个省区市
的 19 个乡村打造了“乡村振兴卫生能力
建设基地”，对乡村医护人员进行远程培
训，定期组织远程健康教育活动。全国政
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我郑重提出《关于
建设高质量的乡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议》
提案。

长期以来，由于人群密集度高及场景原
因，机场、车站以及交通运输工具中，心脏
骤停发生率较高，考虑到交通运输系统也有
保障旅客生命安全的责任，我便以政协委员
身份给交通运输部领导写了一封信，说明在
交通运输场所和工具中普及心肺复苏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并建议建立常态化制度来保障
普及工作落实到位。该信得到了交通运输部
的重视，在全面调研了解后，交通运输部联
合其他有关12个部门于2022年 5月出台通
知，开展“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心肺复苏
普及活动。

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
敖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