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31日 星期三
编辑：李永辉 7本版信箱：lhrbjx@163.com 国内新闻

审批手续互相“打架”、医
生非“自由人”、基本医保难覆
盖……目前，社会办医往往遭遇
各种政策“玻璃门”。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支持社会
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
的意见》，此举能否缓解百姓看
病难、看病贵？

焦点一：简化审批
手续是否意味着降低办医
门槛

国办印发的意见要求，简化
优化审批服务，积极推进一站受
理、窗口服务、并联审批，推广
网上审批。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赵琨说，简化优化
审批服务并不是降低社会办医标
准和门槛，而是要通过简化审批
流程，提高审批效率，来营造公
平竞争环境，支持和促进社会办
医发展。

据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副会长
兼秘书长郝德明介绍，截至 2016
年底，我国非公立医院 16004 家，
占整个医疗机构总数的 55％，诊
疗人次占比 12.3％。与公立医疗
机构相比，非公医疗机构服务总
量不足公立医疗机构的五分之
一，三级医院仅有151家，整个行
业仍处于小、弱、散医疗机构占
主导。

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医
疗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锋说，医
疗 机 构 的 审 批 需 要 工 商 、 环
保、税务、消防的协同，各部

门在审批管理中互为“前置审
批”条件的现象屡见不鲜，审
批手续互相“打架”，给社会办
医带来麻烦。

成都大观医院院长张鹤说，
民营医院发展面临“大审批下小
审批繁多”的现象，大审批有卫
生、医保、物价等审批，小审批
包括卫生执业证下的业务技术审
批等。比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了妇科诊疗业务，但是占妇科业
务的 30％到 50％的计生业务还需
要另行审批，耗时耗力。

在一些地方，简化审批手续
大大提高了社会办医的效率。四
川省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四川在行业准入、
设备配置、医保支持、土地划
拨、融资税收等方面，出台了一
系列促进社会办医的政策，民营
医疗机构从 2011 年的 658 家跃升
到目前的 1362 家，占全省医院总
数的65.89％。

焦点二：民营医疗
机构的医生从哪里来

意见提出加强人力资源保
障。加强急需紧缺医学专业人才
培养、改革医师执业注册办法等
等，这些利好政策能否缓解社会
办医人才紧缺的“燃眉之急”？

目前，民营医院人才基本呈
现“一老一小”的局面，以退休
老专家和低学历年轻人为主。成
都医生吕奉平从公立医院辞职
后，开设了14家“吕医生”社区
诊所，共拥有100余名医护人员。

吕奉平说，最大的困扰是后备人
才不足，尤其是难招到水平高的
全科医生。

赵琨认为，从激活现有人力
资源存量活力的角度来看，实行
医师执业区域注册和医师多点执
业，鼓励医师利用业余时间到更
多的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是
短期内有效解决社会办医疗机构
人力资源缺乏的有效途径之一。

广东省家庭医生协会副会长
吴育雄认为，目前医院没有去编
制、社会化，医生的医保和养老
还在第一个执业点。只有让医生
成为“自由人”，保障福利社会
化，才能有更多的医生愿到基层
开诊所。

焦点三：社会办医
如何保证服务质量

记者在安徽、四川等地采访
了解到，数量多、规模小、服务
量不足是当前社会办医面临的实
际问题。

以四川为例，从民营医院的
构成来看，综合医院有950所、中
医院有 68 所、专科医院 343 所、
护理院1所，大部分为一、二级医
院，三级医院凤毛麟角，还有很
多是无等级医院。四川省卫生计
生委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民营医
院还集中在妇科、男科、肛肠、
眼科、口腔等专科上，同质化机
构较多，也埋下了恶性竞争的隐
患。

郝德明说，经过近两年的调
研发现，非公立医疗行业内的两

个突出痛点，一个是社会信用问
题，一个是服务能力问题。

意见提出加强全行业监管。
政策能否有效保证社会办医疗机
构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服务的安全
有效？

赵琨认为，强化监督机构能
力、优化监督方法等加强全行业
监管的政策，有利于提高社会办
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安全性。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变相挂证
申请、骗保、欺骗患者、过度医
疗、贻误病情等恶劣行为，业内
人士建议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以规范社会办医行为。“严格监管
与退出机制的深度对接也是转变
政府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促进社会办医守法诚信经营、规
范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赵琨
说。

郝德明、张鹤等认为，需要
提高全行业的社会信用度、推进
非公立医院规范化管理水平和服
务能力。建议加快建立行业内的
黑名单制度，引入第三方评价机
构，以评促建，打造一批技术精
良、服务优质、管理规范的行业
代表。

焦点四：社会办医疗
机构能否纳入医保

社会办医疗机构能否纳入医
保，是方便群众在社会医疗机构
就医的关键。目前，现行医保政
策并未将社会办医和公立医疗机
构“同等对待”。郝德明说，很多
地方对非公医疗机构的医保政策

是，运营规定的一段时间后才能
取得医保资质，导致非公医疗机
构在纳入医保前经营非常困难。

意见要求落实完善保险支持
政策。落实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
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范围的有关规定，医保管理机构
与社会办医疗机构签订服务协
议，在程序、时限、标准等方面
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对待。最新
的政策是否更便利群众到非公医
疗机构就医？

赵琨认为，意见的出台，能
够有效推进社会办医疗机构纳
入医保。应加强政策落实，排
除对社会办医的歧视，严格按
照标准，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
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
点范围。

张鹤等一些民营医院院长建
议，应发展和培育商业医疗保
险。高端医疗消费使得社会办医
找到了资本回报和新的价值增长
点，但是如果商业保险发育不完
全，那么高端医疗仍然是“无米
之炊”。

为了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
化的就医需求，有关专家认为，
应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向短缺服
务领域投放。比如，在老年病医
院、妇产儿童医院、医养结合机
构、社会医疗、家庭医生服务、

“互联网＋医院”等方面，还需要
充分对社会资本开放，引导形成
差异化的发展态势，让非公医疗
机构真正成为公立医院有益的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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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文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

“吸烟有害健康”“吸烟是健
康头号杀手”等口号提了多年，
但吸烟人数未见减少；“全国多地
立法控烟”等举措实施多年，但
控烟成效依旧不容乐观。5 月 31
日是第30个世界无烟日，真正的

“世界无烟”离我们还有多远？

行动：控烟力度不断
加码

近段时间，家住北京的高晴
觉得公共场所吸烟的人明显少
了。不仅曾经烟雾缭绕的饭店吸
烟人数明显减少，以前在单位楼
梯间“吞云吐雾”的同事也有部
分“转战”到楼外。

据了解，《北京市控制吸烟条
例》施行一年多来，控烟场所检
查合格率从 77％升至 93％。近
日，这部号称“史上最严”的控

烟令又添新规，5月1日北京多部
门联合下发通知，北京市7.1万辆
出租车已纳入全面控烟范围，无
论司机还是乘客都严禁在出租车
内吸烟。

上海也加大了控烟力度。今
年 3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 《上海
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开
始实施。与原条例相比，新修
订的条例中，室内禁烟区域从
特定的室内公共场所扩大到所
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
所和部分室外场所。其中，餐
饮场所、娱乐场所不能划定吸
烟区域；国家机关的会议室、
餐厅以及共用的工作场所等室
内公共活动区域禁止吸烟；机
场、铁路客运站、港口客运站
等取消吸烟室。

据了解，自2010年《上海市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颁布实

施以来，上海市法定场所违规吸
烟发生率呈稳步下降趋势。2016
年法定禁烟场所违规吸烟发生率
为 8.5％，比 2015 年下降 4.6 个百
分点，与 2010 年底 18.6％相比，
下降10.1个百分点；与2010年条
例生效前 37.6％相比，降幅达
77.4％。

在深圳，控烟力度也不断加
强。从今年1月1日起，《深圳经
济特区控烟条例》两年多的过渡
期限届满，深圳市的酒吧等休闲
娱乐场所从“限制吸烟”转为

“禁止吸烟”。
目前，我国已有近20个城市

制定了公共场所无烟的法律法
规，全社会控烟已成共识。

“近20年来，首次看到烟草
销量有所下降是2015年。2016年
继续保持下降，尽管幅度非常
小，只有2.4％，但这或许是一个

拐点。”中国控烟协会会长胡大一
说，“北京、上海、深圳在全国来
讲起到了带头作用，尤其是北京
效果很明显，但全国的总体控烟
形势依然艰难。”

尴尬：公众认识远未
到位

烟草，包括二手烟，都是
慢病的危险致因之一，但不少
民众对烟草的危害认知远未到
位。

“当前我国医院的各大门
诊，比如高血压门诊、糖尿病门
诊都患者众多，但戒烟门诊门庭
冷落，这说明公众不认为烟草依
赖是一种疾病，对这个概念没有
清晰的认识。”胡大一说。

范思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消防办公室主任，他每天负责带

队在医院大楼内严查吸烟行为。
“虽然有控烟条例，但我们没有执
法权，只能是好言相劝。”范思澄
说。

医院内的一位保洁员告诉记
者，许多患者或家属在楼梯间吸
烟，我们刚劝阻完转身离开，就
听见身后“啪”的一声，打火机
又响了。

据湖南省胸科医院主任医
师、院长唐细良介绍，一支点燃
的烟释放出 4000 多种有害物质，
二手烟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及致
癌物，不吸烟者处于二手烟中同
样会增加多种吸烟相关疾病的发
病风险。资料表明，长期吸烟者
的肺癌发病率比不吸烟者高10倍
以上。

“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是重中
之重，一旦青少年吸烟成瘾，将
来慢性疾病的负担将非常大。”胡

大一说。

叩问：“世界无烟”
何处破局

湖南省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
刘晓红等专家指出，我国每年因
吸烟导致的肺癌等疾病发病率上
升，最有效的防治途径就是全面
控烟。当前要从立法和执法层面
上规定具体的惩罚措施，增强可
操作性。

有专家建议，在供给控制方
面，应采取严格措施，对烟草产
业的规模、投资、产量指标等进
行严格限制。

同时，要从各方面加强宣传
和引导措施。例如，中国控烟
协会为了减少电影、电视剧中
烟草镜头对青少年的影响，设
置了年度“无烟电影奖”“无烟

电视剧奖”和“脏烟灰缸奖”
名单。

民间的控烟志愿者也在积
极行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心内科心脏康复中心主任
孟 晓 萍 ， 多 年 致 力 于 控 烟 工
作。今年 3 月，她组织了首届

“极限戒烟 28 天挑战赛”，93 名
参赛者中有 28 人在规定时间内
成功戒烟，在当地引起不小的
关注。

近日，广州1000多名志愿者
们走进社区开展控烟志愿服务宣
传；深圳组织“拒吸第一支烟，
做不吸烟新一代”签名活动，共
有130多所中小学逾7万名学生参
与；四川16支健步走队伍走上街
头宣传“世界无烟日”。

“控烟的办法有很多，关键
看有没有决心。”孟晓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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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之路依旧漫漫 “世界无烟”何处破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为人民群众创造
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生态文明
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
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
尚。

随着时代进步，公众的绿
色生活意识逐步提高，社会变
化也显而易见。“光盘行动”
带来节约时尚、乱扔垃圾现象
有所改观、共享经济推动资源
节约。但一些事实仍然触目惊
心：我国每年快递包装造成的
垃 圾 可 摆 满 近 20 万 个 足 球
场，胶带总长可绕赤道 425
圈、餐饮食物浪费量为每年
1700 万至 1800 万吨；此外，
沙尘侵扰、雾霾围城、“毒
地”频现都在提醒人们，绿色
发展目标道阻且长，践行绿色
生活方式迫在眉睫。

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绿
色，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
能否以更多公交、自行车、步
行取代开车出行；离开办公室
时，能否关掉空调、电脑、电
灯；当一周收入足以支付一次
盛宴时，能否抑制“宁剩勿
光”的冲动……生态环境是

“易碎品”，维护好它需要每个

人的切实行动。
“ 奢 靡 之 始 ， 危 亡 之

渐”。打造绿色生活单凭个人
自觉又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
的推动和保障。例如，推广绿
色家电、绿色建材和新能源汽
车；开展全民节能、节水行
动，深入实施居民用电、用
水、用气阶梯价格；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有力有序有效发展共享经
济。通过教育、宣传，让绿色
理念更好地融入社会主流价
值，在社会发展的血液中注入

“绿色基因”。
我们的生活方式绿色吗？

这不仅关乎我们自己，更关系
到子孙后代。对自然资源环境
的过度索取、享用，更是透支
子孙后代的生活资源。当代人
要选择何种生活方式，未来的
子孙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依
赖于作为先辈的我们。能否自
我约束、自我节制，以绿色生
活促进绿色发展，考验着最追
求“谋及子孙”民族的每一个
当代人。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以绿色生活
推动绿色发展

五月初五是端阳。
粽叶香飘四海，百舟竞渡风

流。一个个千年习俗在节日期间
迸发、传承……

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端午节
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情向
往，越来越焕发出时代的“味
道”，彰显“国际范儿”。

时光流转
千年弦歌不断

“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
身洁白，半世熬煎”。端午时节，
在声声 《粽子歌》 中，屈原故里
湖北秭归的老老少少又开始张罗
着泡糯米、包粽子，只见青青的
箬竹叶包裹着雪白的糯米和红
枣，蒸出满屋满街的清香。

“在秭归，正宗的屈乡粽子
必须用两片箬竹叶，只放一颗红
枣，包成三角形。”63岁的汪育兴
说，祖辈们告诉她，两片翠绿的
箬竹叶代表两袖清风；一颗红枣
意味着忠心赤胆；白色的糯米则
寓示着高洁如玉的品格；三角形
的外观则是说屈原人品棱角分
明、刚直不阿。

时光轮转千年，古老的端午
习俗早已跨越荆楚，流传神州。

29 日，山东省胶州市高二学
生陆云泽的早餐是红枣粽子和红
皮鸡蛋。“‘粽’与‘中’谐音，
枣粽的谐音为‘早中’，希望孩子
明年高考能金榜题名，取得好成
绩。”小陆的母亲杨女士说。端午
正值毕业季，小小的粽子包含着
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盼。

在南粤大地，不仅有插艾草
挂菖蒲驱魔去鬼、佩香囊驱邪避
瘟、雄黄“画额”祛病延年的端
午习俗，还少不了为龙舟竞渡准
备的龙船茶、龙船饼、龙船饭。
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端午食谱不
仅承载着饮食文化，还饱含着浓
浓的乡情。

在秭归屈原祠广场前，绵延
近 600 年历史的骚坛诗会正在进
行，在浙江嘉兴打工的秭归籍草
根诗人宋小铭特地请假赶赴这场
诗会，“秭归的诗人最懂橘颂，诗
中的橙香最牵梦魂。”他说。

一枝一叶“粽”关情。无论
是吃粽子、喝龙船茶，还是插艾
草、赶诗会，传承千年的端午习
俗，早已存续于人心，存续于民
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千帆竞渡
民族精神基因永续

“弯腰，大袅，哟喂！”伴随
着响亮的号子，龙舟如离弦之箭
破水而行。这是端午时节广州市
东乡村的村民扒龙舟比赛的场
景。

赛龙夺锦，是力量的象征，
更是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体现。
这项充满浓郁民俗文化的群众性
竞技活动，蕴含着中华儿女勇往
直前、坚毅果敢和团结奋进的精
神基因。

龙舟的号子响起，四散的族
人必千里赴约，执桨行舟。在李
白笔下“桃花潭水深千尺”的安
徽省泾县桃花潭镇，自4年前由当

地政府主办“桃花潭龙舟赛”之
后，赛龙舟由民间竞技升级为正
式的体育赛事。当地村民参与的
积极性更高，每到端午，外出打
工的村民纷纷回乡参赛。

“桨作蛟龙腿呀，旗是那蛟
龙头。江上搏来浪里斗，不夺头
名不罢休……”在广州珠村，孩
子们约5岁就和龙舟手一起登舟踏
浪，小手和大手共同握着桨跟着
鼓点一下下划向珠江。

龙舟竞渡不仅在江河中赛风
流，这项包含民族气质的运动在
传习中多样发展，出现了在池塘
里划，在海上划，甚至在岸上赛
旱龙的热闹情景。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万建
中认为，通过竞渡培养齐力协作
的精神，和勇立潮头的价值追

求，对于当下人们工作和生活都
有启示意义。

中国端午
走向世界的文化

来自香港的李伟民夫妇特地
在端午时节，回到奶奶生活的广
州三元里村。龙舟赛，让他无比
回味童年时光。

“龙舟把全村的人凝聚在一
起。龙舟的鼓点响起，仿佛就是
和着血脉在跳动，深深烙在我们
生命里。”李伟民说。

25 日，在湖南常德，来自常
德与德国汉诺威的19支龙舟队展
开了友谊竞技。“通过这样的活
动，加强中德两国民间的沟通，
就是比赛最大的意义。”德国汉诺
威龙舟队队长克里斯汀介绍，赛
龙舟这一端午节传统活动早在
1989年就传入德国。

端午文化早已传播到了世界
各地。中山大学民俗学家叶春生
教授介绍，端午节划龙舟的习俗
全国各地都有，不单汉族，很多
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清水江少数
民族地区也很兴盛。日本、越
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也有，近
年来更发展为一项国际赛事。龙
舟运动遍及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成为很多人都参与的运
动。

湖南省汨罗市原文联主席甘
征文认为，端午节内涵丰富，习
俗迷人，很多国外游客也来汨罗
赛龙舟、包粽子。“这个传统节日
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千年端午 弦歌不断

新华社“向阳红09”船5
月30日电 “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 30 日继续在世界最深处
的马里亚纳海沟下潜，最大潜
深 6699 米，获取到岩石、沉
积物、生物和近底海水样品，
近距离拍摄到两条狮子鱼在深
渊海底的游弋影像。

这是“蛟龙”号今年在马
里亚纳海沟的第4次下潜，也
是中国大洋 38 航次第三航段
的第4潜。当地时间7时03分
（北京时间 9 时 03 分） 开始下
潜 ， 10 时 21 分 抵 达 预 定 深
度，13 时 31 分返航，16 时 40
分抵达海面，海底作业时间达
3小时10分钟。

本次下潜获取了基岩蚀变
岩石样品 9 块，近底海水 16
升，沉积物样品8管，生物样
品海参 2 只和海绵 1 只；完成

了环境参数测量；新发现一处
海底麻坑，观察到海底基岩蚀
变强烈。同时，拍摄到2条狮
子鱼在深渊海底游弋影像。

本潜次主驾驶傅文韬说，
“蛟龙”号2012年在马里亚纳
海沟海试时，曾看到静态狮子
鱼，今天则近距离观察到了狮
子鱼在深渊海底的游动，“游
起来两个张开的鳍像飞翔中的
鸟儿的翅膀，动作优美”。

“狮子鱼是深渊特征的生
物物种，它们通常生活在6000
米至 8000 多米的深渊区。中
国科学院深渊科考队曾在马里
亚纳海沟和雅浦海沟通过深渊
着陆器获取过 7000 多米海底
的多个狮子鱼样本。对它们的
研究有助于了解深渊鱼类的起
源、演化及环境适应机制。”
本航段首席科学家彭晓彤说。

“蛟龙”号深潜
马里亚纳海沟6699米
近距离拍摄狮子鱼深渊游弋珍贵影像

新华社发

5 月 30 日，船
只在三峡库区水域
举行仪式纪念爱国
诗人屈原。

当日，2017 屈
原故里端午文化节
在湖北省宜昌市秭
归县开幕。来自各
地的嘉宾、屈氏后
裔和当地民众数万
人在该县开展祭屈
原、诵诗歌、赛龙
舟 等 一 系 列 活 动 ，
缅怀诗人屈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