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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又称慢性

病，是指病情持续时间长、发展缓

慢的疾病。慢性病分为 4 个主要

类型：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

“慢性病是影响我国人民群

众健康的主要疾病。过去十年，我

国累计建成 488 个国家级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国家卫生健康

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说，在慢性

病的早防早筛早诊早治方面，依托

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目前我国

每年向 400 多万高发地区居民提

供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早期筛查

干预惠民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将发生在 30到
70 岁的死亡定义为“过早死亡”，

因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水平

是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慢性病预

防控制水平的重要指标。统计数

据显示，我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

率从 2015 年的 18.5％下降至 2021
年的 15.3％，下降超 3 个百分点，

降幅达 17.3％，年均降幅接近全球

平均降幅的 3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饮

食结构发生变化，慢性病由于其发

病率、死亡率高，知晓率、控制率

低和疾病经济负担重等特点，已成

为威胁我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

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

调查专题报告》显示，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和癌症等重大慢性病占

我国疾病经济负担超 90％，我国

55岁至 64岁人群慢性病患病率达

48.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发病率

达 62.3％。

随着慢性病患者的基数不断

扩大，我国因慢性病死亡比例也有

所增加。《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2020 年）》显示，2019 年

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

亡 88.5％，与 2015 年相比有所上

升。慢性病防控工作仍面临较大

挑战。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

出，“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控和伤害

预防干预”“提高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

等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能力”“推

进‘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

脂）共管”等，在国家战略层面为

慢性病防控做出指引。目前，我国

已将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纳

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提出“降低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

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有

关专家表示，推动预防关口前移，

能够大大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和发

展。既从源头上控制重大疾病，做

到使人民更健康，又令医疗卫生服

务更从容有效，是最经济、有效的

健康策略。

慢性病可防可控，加强慢性

病防治是个人、家庭、社会、政府

共同的责任。面对防治慢性病的

挑战，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加

强慢性病识别干预，尽快扭转慢性

病高发态势，推进实现全民健康。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

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为重点，

持续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健康工

作方针，突出“防”字，强化政府、

社会和个人责任，积极有效应对当

前突出的慢性病问题。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儿童健康事关家庭幸福和

民族未来。当前，我国儿童健康

促进工作成效如何？还存在哪

些问题？下一步怎样精准发力？

21 日，国务院关于儿童健

康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审议。报告显示，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儿童健康工作投

入力度持续加大，政策体系不断

完善，儿童健康水平整体明显提

高，《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2020 年）》的儿童健康相关目标

均如期实现。

儿童处在生长发育时期，

保障儿童用药一直备受社会关

注。报告介绍，我国印发《关于

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先

后发布 3批共 105个鼓励研发申

报儿童药品，通过“重大新药创

制”科技重大专项投入 5.74 亿

元，支持儿童药品研发和临床研

究。加强儿童用药重点监测，鼓

励儿童药品集中生产基地建设。

针对儿童健康科研投入方

面，报告显示，国家科技计划部

署儿童生长发育与疾病防治相

关经费由“十二五”时期的 7561
万元，增长到“十四五”时期的

1.26亿元。

在儿童药品纳入医保方

面，报告透露，儿童专用药和适

用药占国家医保目录内药品种

类的 20.13％，经谈判新进入目

录的 34 个独家儿童用药品平均

降价 55.6％。

孩子的茁壮成长，需要在

改善儿童营养方面下功夫。报

告指出，我国印发《国民营养计

划（2017－2030 年）》，开展相关

重大行动。2011 年以来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资金

1968 亿元，每年惠及约 3800 万

学生。2012 年以来持续开展贫

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受益

儿童 1365万。

孩子身心健康是父母的期

盼，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同

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我国将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纳入健康

中国行动统筹推进，强化学校心

理健康工作人员配备，推动精神

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以抑郁症、

孤独症为重点，探索防治适宜技

术和干预模式。

报告还透露，全国 1379 家

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儿童心理保

健服务，318 个地市设有精神专

科医院，2756 个区县能够开展

精神卫生专科服务，初步缓解了

基层儿童心理服务短缺问题。

然而，儿童健康促进工作

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报告也指

出了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问

题。比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仍处高位，超重问题不容忽

视，脊柱侧弯、孤独症患病增

多；“隔代养育”现象普遍；儿童

医疗服务人才短缺且工作负担

重；儿童用药、儿童心理健康、

儿童伤害防控等方面还存在制

度短板。

守护好儿童健康就是守护

好全民健康的基础。未来，儿童

健康促进工作该如何精准发力？

完善儿童用药监测预警机

制，持续推动儿童药品集中生产

基地建设，扩大品种覆盖，深化

供应链协作，努力推动实现一批

儿童国产药品上市；支持开展

10 个左右儿科类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项目，推进优质资源下

沉；把好生育关、养育关、发育

关、教育关、疾病防治关，加强

儿童健康全程服务；结合推进公

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

量，促进公共资源向儿童适度倾

斜……报告紧扣儿童健康关切

“实招”频出。

报告鲜明指出：“坚持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强化大卫生大健

康理念，依法行政、强化保障、

创新机制、强基固本，不断推进

儿童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6 月 21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

国务院关于儿童健康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我国集中力量解

决儿童健康重点问题，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加强儿童青少年

肥胖防控，全力推进儿童健康促进工作。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 新华社记者 李恒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慢性病综合防控是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重点。国家
卫生健康委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
最大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网络，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
率从 2015 年的 18.5％下降至 2021 年的 15.3％……我国慢
性病防治稳步推进。与此同时，慢性病增长和蔓延势头不
容小觑，识别干预亟待加强。

我国慢性病防治稳步推
进有成效

慢性病增长和蔓延势头
不容小觑

提升慢性病识别干预
突出“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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