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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建设健康江苏主力军作用 

张希宁 

推进健康江苏建设，是江苏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着眼于推动我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过去五年，我省健康卫生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健康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面向未来，江苏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提出“健康江苏建设更高质量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并就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扎实推进健康

江苏建设作出部署。作为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主体力量，广大医务工作者应当更加有力有效发挥在健康江苏建设中

的主力军作用，为全省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切实增强投身健康江苏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我们必须站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全局

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扎实推进健康江苏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做到知责于

心。 

深刻认识扎实推进健康江苏建设是关系我省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大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切实增强全省人民体质，

有利于为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打下坚实健康基础。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药卫生领域深度融合，有助于释放投资和消费潜力，拉动经

济增长、扩大群众就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我们应主动顺应健康发展的方向趋势，深刻把握健康发展的科学内

涵，担负起健康江苏建设的重要任务。 

深刻认识扎实推进健康江苏建设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人民群众对卫生

健康有了更高期盼，不仅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以及看病过程更舒心、医院服务更贴心等，以此衡

量，我们还有不少短板。同时，提高卫生健康领域公共服务水平，减少人民群众相应的支出，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增加群众的“隐

性收入”。我们应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健康生活的需要，积极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的转变，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 

深刻认识扎实推进健康江苏建设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在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挑战，其中重大传染病疫情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2003 年的非典疫情和去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修医德、行仁术、担重任，为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贡献智慧和力量。 

着力提升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出了“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的伟大号召。对于广大医

务人员而言，就是要不忘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

职业精神，以过硬本领和优质服务，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当好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践行者。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环节多、领域广、周期长，需要广大医务人员从供给侧和需求

侧两端发力。在供给侧方面，大力提升优质医疗服务供给能力。既注重科技创新，通过医疗中心、重点专科建设等打造医学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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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又注重赋能基层，借助交流支援、医联体医共体建设等，筑牢服务网格、提升整体能力，让医疗卫生服务

更加优质高效、公平普惠。在需求侧方面，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着眼妇女、儿童、老年人，以及慢性病、

精神病、传染病患者等不同人群，提供精准化、全程化、普惠化的健康管理服务；聚焦保健、护理、康复、中医药传承等领域，

提供系统化、特色化、规范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当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行动的推动者。实践证明，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提高公众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

施，也是坚持预防为主卫生方针的具体体现。广大医务人员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应主动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做健康理

念、健康知识的宣讲员。优化宣教内容，在充分体现专业性的基础上，做到通俗化、大众化，让群众能够看得懂、记得住。创新

宣教模式，大力实施“健康细胞”工程，组建多学科、多部门合作管理团队，丰富义诊及宣讲活动，走进单位、村镇、社区、家

庭，向群众宣传防治康一体化健康管理知识。拓展宣教阵地，用好医疗机构主阵地，整合媒体网络资源，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宣教平台，促进健康江苏行动落地生根。 

当好健康生活和健康行为养成的倡导者。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文化水平，需要医务人员带头行动、倡导示

范。一方面，将健康管理关口前移，推动从注重“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传播科学健康观、合理膳

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疾病防治等知识和技能，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另一方面，将健康责任重心下移，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群众在预防疾病、紧急救援、及时就医、合理用药、应急避险等方面的认知和技能，提升自我健康管理

和全民自救互救能力。 

积极营造有利于医务人员履职尽责的良好环境 

发挥医务人员在健康江苏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既需要广大医务人员担当作为，也需要全社会共同支持。当前，医患纠纷时

有发生，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与压力负荷还不完全匹配，需要多方发力、多措并举，进一步提升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 

医疗卫生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关心关爱。注重人才培养，加强业务培训，鼓励支持医务人员学习深造、开拓创新，完善绩效考

核和正向激励机制，打造更多干事创业平台，让医务人员有更完备的知识、更体面的收入、更广阔的舞台。注重安全保障，建立

完善合理有效的第三方调解或纠纷处理机制，加强医务人员职业安全防护，切实关爱医务人员健康，让医务人员能够安心、放

心、舒心从事救死扶伤的神圣事业。 

卫生健康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广大医务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深入推进医务人

员人事薪酬、编制管理、队伍建设、职称评价等改革，优化完善城乡和区域医务人员队伍布局，科学设置评价标准、优化职称评

审方式，进一步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全社会应给予更多理解尊重。随着医改的纵深推进，医务人员执业环境不断优化，“中国医师节”的设立更是增强了全社会

对医生的尊重，特别是面对疫情的挑战，广大医务人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应借势发力，加强宣传

引导，大力宣传优秀典型和先进事迹，引导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提高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同感，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加入到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队伍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