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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新矛盾呼唤新解法新矛盾呼唤新解法
———试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表现和解决路径—试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表现和解决路径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席子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作者认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医疗卫生需求
与医疗卫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河南省新乡市中心医院范新磊的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20144111041072719870502061X）、医 师 执 业 证 书（编 码 ：
110410000082099）不慎丢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作废。

河南省长垣县苗寨镇卫生院李淑芳的护士资格证书（编
码：2014141040050019）不慎丢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作废。

新郑市薛店镇岳庄村苏永帅卫生室苏永帅的医师执业
证书（编码：142410184000026）不慎丢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
作废。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罗俊英的护师资格证书（编码：
E021500177，取得时间：2002 年 12 月，丢失时间：2017 年 12
月）不慎丢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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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主要栏目有《本期关注》《经验探索》《一家之
言》《声音》《借鉴》《放眼海外》等，内容涵盖业务、行政、后
勤、经营、医疗安全、医院文化、人事制度、医患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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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许多人对无偿献血这件
事还在犹豫时，杨正柳用他19年
的无偿献血经历告诉我们：适量
无偿献血既是身体健康的标志，
又是奉献爱心的体现；身体健康
和精神荣誉“双丰收”，何乐而不
为？

那么，是什么信念支撑杨正
柳坚持19年无偿献血呢？这其
中有许多辛酸的故事，但更多的
是荣誉与骄傲。

19年无偿献血70次，累计
3万毫升

“我们献出的血将会被送入
血库，送入医院，输送到患者的身
上。自己的一点点付出，就能使
患者逃离死神的威胁，获得新生，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呀！每想到
这里，我都自豪无比！”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入选“中
国好人榜”的杨正柳说。

采访中，杨正柳说起了第一
次无偿献血的场景。1998 年的
一天，他在大街上看到一则无偿
献血的公益广告。出于好奇，他
想去看看无偿献血是怎么回事，
于是就走进了采血车。当时，车
内有几个志愿者正在献血，他们
脸上洋溢的那种帮助他人的快
乐和幸福，深深地感染了杨正
柳。从此，杨正柳便踏上了无偿
献血之路。

据杨正柳介绍，在无偿献血
活动中，不管是寒风凛冽还是炎

炎夏日，不论是风和日丽还是大
雨滂沱，只要需要，他都会风雨无
阻地赶去无偿献血。家中抽屉里
成摞的无偿献血证，上面密密麻
麻记载了他19年来历次无偿献血
的时间和数量。作为驻马店市

“蔡州味道”饭店的经理，19年来，
杨正柳用爱心温暖别人，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先后无偿献血70次，
累计捐献全血和血小板3万毫升，
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据了解，杨正柳经营饭店成
功之后，经常参加慈善机构和慈
善人士发起的捐助行动，利用自
己的资源力所能及地帮助他
人。他的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
人士的一致好评，他还因此入选

“中国好人榜”。
坚持无偿献血，传递正能量
多年来，杨正柳对无偿献血

的坚持，感染了身边的亲朋好
友、饭店员工，他们纷纷加入无
偿献血队伍。

在被问到“献血的时候都想
到了什么”时，杨正柳说：“我没
有多想，只想着能用自己的血液
挽救一个患者就可以了。”是啊，
想法很简单，只要能救一个患者
就可以了。实际上，他的行为代
表的不仅仅是挽救一个人的生
命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他对社会
的感恩和回报。

对于无偿献血，杨正柳表
示，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会一

直坚持下去，把无偿献血作为终
生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对
于慈善捐助，他希望自己能做得
更多。面对荣誉，他淡淡地说：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帮忙。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他的善举感动着每
一个人。他用十几年的无私奉
献，诠释着最美人心。

“无偿献血，有益健康，拯救
生命，功德无量，不以善小而不
为，传递正能量从我做起。”杨正
柳正是怀着这样一颗朴实无华
的爱心，坚持把帮助他人视为快
乐人生的信条，一次次地从帮助
他人的过程中收获着奉献的快
乐！

19年的爱心坚守 用心谱就奉献之歌
——记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杨正柳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王琳琦 梁少桢

一、优质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就国家层面而言，优质医疗资源多集中在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就省级层面而言，优质医疗资源
多集中在省会城市；就地市级而言，优质医疗资源多集中
在地市级城市；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县、乡、村，这些迫切需
要优质医疗资源的地方，却没有或相对缺乏优质医疗资
源。

二、人民群众医疗负担还十分沉重。
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和标准还很

低，医保药品目录、检查目录、治疗目录范围还很窄，不能
满足人民群众就医看病的需求。

三、基层医疗卫生条件还有待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诊疗人次高。然而，基层人员

学历低，少数人甚至没有学历（或为祖传，或为师传），缺少
进修、培训机会，诊疗技能、水平、能力不足。

另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陈旧、短缺，环境差，有
一些甚至门诊仅有一张桌、病房仅有一张床。

四、养老服务机构不足，服务标准有待规范，服务能力
有待提高，人才培养有待改进，医养结合的床位有待增加。

五、重大疾病、慢性病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当前的贫困人口中，家庭成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比例在上升，从两年前的42%上升到现在的44%。这个问题
引起了政府的特别关注，也是解决下一步问题的一个重点。

六、新生儿出生缺陷问题还十分严重。
当前，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据1996~2000

年全国出生缺陷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名
缺陷儿出生，占全部出生人口的4%~6%。

孩子对家庭的影响不言而喻。一个有出生缺陷孩子
的家庭根本谈不上追求美好生活，还会影响到家庭其他成
员乃至亲戚朋友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七、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医院管理体制还没有完
全实现，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困难重重。

八、健康中国建设任重道远。
我国是人口大国，教育背景、健康意识、健康行为、健

康能力、健康素质、生活环境、民族习惯、生活习惯、卫生条
件、医疗现状等影响健康的因素千差万别，健康中国建设
任重道远。

（席子明，博士，主任医师，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
者，开封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所撰写的反应社情民意
的文章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零讯》刊发；主要从事医院管理、
外科临床、医院文化研究等工作。）

专家介绍

具体表现

解决路径

一、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建设，切切实实改善基层医
疗机构医疗环境，增加设备投
入，引进高层次人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提升的核心是人才建设。没
有高素质的医疗卫生人才，想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就
会成为海市蜃楼。

但是，怎样才能为基层医
疗机构培养“留得住、用得上”
的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呢？
怎样才能给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引进高素质的医疗卫生人
才呢？

答案是：培养。包括大学
定向、免费招收志愿服务基
层医疗卫生事业的毕业生，
层次应以本科生为主，兼顾
少量专科生和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以地级市市区为单
位，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培 训 实 训 中
心，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推广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适宜技术，更新

知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质医疗卫生需求。

人才引进包括硬性引进、
柔性引进、短期服务等。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人才引进要强调
柔性引进和短期服务。柔性引
进是上级医疗卫生单位高素质
人才以灵活形式受聘于基层医
疗卫生单位，根据基层的需要，
不定期地到基层从事讲学、门
诊、查房、手术等；短期服务指
上级医疗卫生单位高素质人
才，定期到基层工作一段时间，
从管理、技术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带教。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提升的保障是医疗设备建
设。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看
病仅凭把脉或听诊器，已不能
满足临床诊断的需求。可以
说，一家医疗机构没有一定规
模的现代诊疗设备，要想提升
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是很难
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提升的支撑是医疗环境建

设。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环境
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
包括符合医疗要求的基础建设
（病房、门诊、餐厅、信息化、消
防等）、配套设施（超市、网吧、
书吧、茶吧、咖啡吧、医务人员
服装服饰等）、绿化等。软环境
包括管理团队、管理效能、人文
环境、服务态度、后勤服务、医
院文化等。

二、着力发展远程医疗和
医联体建设，为基层提供优质
的医疗服务。

利用互联网技术，大力发
展远程医疗，争取一定区域内
的优质医疗资源能够通过远
程医疗覆盖到县、乡、村医疗
机构，使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通过建立管理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县域医疗共同体、区
域专科联盟等多种形式的医疗
联合体，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利
用效率和整体效益，构建优质
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
能力，形成科学合理的就医秩
序，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体化、连
续性健康管理和基本医疗服
务。

通过发展远程医疗和医联
体建设，有效解决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高度重视养老问题。
养老问题是当今我国社会

的现实问题、热点问题。
一是要全力实施健康老龄

化工程。要动员一切社会力
量，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和健康
事业，把健康政策融入一切政
策中，把健康事业融入一切事
业中，把健康教育融入一切教
育中，把健康理念融入一切人
群中，把健康产业融入社会大
产业中，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老
年人健康，最大限度地减少非
健康老年人数。

二是健全医疗卫生机构
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支持社
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养老机
构，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
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安宁
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
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健康
（医疗）养老的需求，从而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三是科学、合理解决养老
费用问题。按照十九大的要
求，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
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
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
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
制度。只有实施多头的社会
保障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养老
所需医疗费、生活费、住宿费、
护理费、照料费等费用问题，
确保老年人有尊严地养老、快
乐地养老、无忧无虑地养老，
真正享受“夕阳红”，安享晚
年。

四、坚持预防为主不动摇，
建立覆盖全社会、全人口的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公
共卫生服务水平。

预防第一、防未病，是最
经 济 、最 有 效 的 健 康 策 略 。
要在全国全面开展健康促进
活动，倡导文明生活方式，塑
造自主自律健康行为；逐步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有效防
控各类重大疾病；深化实施
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加强产前检查，减少出生
缺陷的发生；强化妇女、婴幼
儿、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
口、山区和偏远地区人口等
特殊人群健康工作；加强爱
国卫生工作，根除“四害”，建
设美丽乡村；加强生态文明

建 设 ，强 化 大 气 污 染 、水 污
染 、土 壤 污 染 、工 业 污 染 治
理，强化食品安全；坚决打赢
因病致贫、因病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五、进行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确保公立医院公益性回
归。

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是人
民群众的要求。要进行公立医
院薪酬改革，确保公立医院不
以营利为目的；要坚决打压虚
高药品价格，确保常用药、廉价
药不断档；坚决普及大型医疗
设备国产化，降低大型医疗设
备检查费；合理调整医疗技术
服务价格，确保人民群众医疗
费下降；进行医疗保险支付改
革，逐渐完善医保药品目录、检
查目录、治疗目录、慢性病目录
等，逐渐增加报销比例。

总而言之，我国仍然是发
展中国家，不可能一切医疗
行为、一切卫生问题、一切医
疗卫生花费都由国家承担，
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全国人人
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
服务。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
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
发展的根本目的，才能最终解
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医疗卫
生需求与医疗卫生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的矛盾，把我国建设成
富强、民主、文明、美丽的社会
主义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