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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卫生体系就像一盏路灯，亮着的

时候，在路灯下行走的人也许感觉不到什
么；而一旦哪一天路灯不亮了，人们才会有

不安全感，才会体会到路灯的不可或缺。”
昨天，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副院长吴凡用这个形象的比喻，点出
了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与每一位市民的

切身关系，她说，“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就是要在市民的健康维护道路上，在城市

安全保障道路上安上路灯，要让路灯一直

照亮大家的生命健康和城市安全！”
“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

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这是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我国公共卫生建设按

下的“加强键”，吴凡表示，上海在这方面已
有了蓝图，就是“公卫 20条”。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积极预防和有效应对同等重要，

要提升预防能力，健全疾病预防控制网络
体系，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上海已形成以

市区二级疾控中心为纵向，以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科研机构等为横向，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网底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体系。”
再就是提升疾病预防控制的核心能

力。在疾病预防控制领域，公共卫生安全保
障能力、疾病预防控制服务能力、“一锤定

音”的实验室检定能力、公共卫生科学研究

能力、信息利用与循证决策能力等 5大能

力不可或缺。
昨天，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界别

专题协商会上，吴凡提了两条建议：探索国
家级疾控体制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公共卫生治理之路。明晰国家、省、地、
县四级机构的上下能级，理顺国家与地方

之间的职责衔接。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

在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奥盛集团董事
长汤亮看来，公共卫生的能力要提升，人民

的公共卫生理念也要进一步增强，为此，他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了设立法定“国

家公共卫生日”的议案，建议国家通过立法
形式，将每年 1月份的第 3个星期天，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公共卫生日”。
汤亮给出的理由非常充分，“设立‘国

家公共卫生日’，可以提高大家对公共卫生
安全的认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优越
性，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中

国和世界防控疫情的责任和担当；可以进
一步强化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与制度建设，

检阅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救治方面的成
绩；可以彰显国家对公众健康的高度重视，

让公共卫生理念融入社会文化中去，使健
康生活方式和行为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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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卫这盏“路灯”，要一直亮着
代表、委员热议如何构筑起守护城市安全的坚固防线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
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这次应对疫情，我国公共卫
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
出来一些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
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防控疫情，申城实现了依法、有力、有序、有效，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为让这座城市越来越安全，4
月 7日，本市出台了《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简称“公
卫 20条”），明确到 2025 年，上海将成为全球公共
卫生最安全城市之一。

这些日子，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
员，纷纷围绕如何走出一条超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治理之路，构筑起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守护上海城市安全的坚固防线建言献策。

    “根据某区调查显示，全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公共卫生医生只占到15.02%，数量
远少于临床医生和护士。辖区内有40个家

庭医生全科团队，平均每个团队有医生
4.13人，护士3.33人，公共卫生医生0.45人。

根据每万名居民配备2-3名全科医生、2-3
名护士和1名公共卫生医生的标准，全区达

标团队仅7个，达标率17.50%。”长期在医

疗战线工作的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
上海市委主委蔡威，对这组数据表示担忧，

他认为，这次疫情防控中，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核心的基层公共卫生力量发挥了重

要作用。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员出动，
无论是到社区、道口，还是去隔离居民的

家，都冲在第一线。“他们能力的提高，对公
共卫生防疫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解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力
量不足等问题，蔡威坦言，应该重构公共卫

生安全体系。他表示，“要重新整合疾控、卫

监力量，纳入重构的国家安全体系，施行垂
直管理，即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

督所合并成为公共卫生安全中心，独立于
卫健委之外，作为本级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国家、省、地、县各层级实行垂直管理。尽快
完成公共卫生安全法立法，由法律赋予公

卫中心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生物

安全、生物恐怖袭击的监测、调查、处置、管
理和监督执法权。”

蔡威还建议，提高整个机构团队包括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人员的薪酬待

遇和中高级职称比例，便于社区吸纳公共
卫生英才加盟。政策规定一定年龄段的临

床医务人员参加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
训，在社区层面做实医防结合。政策规定省

级疾控中心及派出机构人员，必须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相关业务科室轮岗学习。

    “疾控系统一直面临着人招不来又留不

住的问题。”曾任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的吴
凡觉得，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很重要的一

环，在于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
不能仅着眼于满足医疗卫生体系内部需求，

更应放置于整个大的社会管理架构和国家
治理体系之中考虑。我们现在很缺乏具备公

共卫生理念的跨专业人才。”资料显示，目前

我国高校每年培养的公共卫生相关专业本
硕博学生，规模不足 1万人，远远不能满足公

共卫生领域的人才需要。根据国家规定，上
海疾病预防控制等方面的公共卫生专业人

员，可以配置 4000多人，但现在却还有 1000

多人的缺口。

去年，吴凡牵头，和全国政协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别的部分委员奔赴全国 6个省

份，进行了“落实预防为主，切实加强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专题调研，并主笔完成了长达

120页的调研报告，将在此次全国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期间进行专题协商。调研报告

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着墨较多的重点
内容，她建议切实加强疾控机构人员薪酬

保障，提高保障水平；尽快补足、动态调整
各地各级机构编制，从人员总量上基本满

足疾控工作需要；科学设置岗位比例，拓宽

岗位胜任的专业范围；创新人事管理模式，
探索建立公共卫生“预备役”制度；建立完善

公共卫生医师制度，培养懂公卫、知临床、能

应急的具备良好岗位胜任能力的公共卫生人

才；落实科研激励政策，制定完善公共卫生领
域各项激励制度，让公卫人才真正“招得来”

“留得住”。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在前天举行的全国政协十
三届三次会议医卫界别和体育界别联组会议

上说：“高质量人才组建的公共卫生人才队

伍，是应对疫情等此类威胁的关键。需要建立
引人、育人和留人良好机制，打造一支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公共卫生队伍。要
建设高端学术平台，让事业‘引人’”。朱同玉

介绍，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人才队伍
为抓手，在救治水平提升的同时，科技创新能

力也得到大幅提高。中心连续 4年技术转让

位居全国医院前列，仅今年前 4个月，专利转
化收入超 3亿元，走向了良性发展轨道。
“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应急能力，是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在沪全
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建议加强公共卫生医
学教育和能力的培养，加大优质本科公共卫

生专业投入，加大对知预防、懂治疗、能应急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丰富实践教学，强化

制度设计和平台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完
善考核考评和激励机制，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加快“平战结合”的专业化、复合型、高水平公
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1950-2010年间我国平均期望寿命提

升了 26.6岁，其中公共卫生贡献度达 77.9%。
公共卫生面向人群、着眼于健康、积极预防等

特性，决定了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临床医疗
服务高效协同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新时

代下实现全民健康的必然要求。”做过医生的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

国华认为，亟须弥合长期存在的“医防裂痕”

现象，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
同、无缝衔接，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

群治工作机制。

李国华看到，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公共
卫生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不

全、联通联动机制欠缺，同时疾控中心与临
床医疗机构、科研单位间存在的信息共享

不畅等跨部门协作问题，严重阻碍了卫生

健康服务的质量、公平性及成本效果的提

升。他在一份带到北京的提案中，建议实施
医学教育改革，积极开展医防复合型卫生

人员培养建设工程，加强预防医学与临床
医学课程教学的互通，牢固树立防病大于

治病的思想，促进临床医生公共卫生思维
再强化、医防并重的从业行为；深化预防为

主理念，重点强化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责

任，落实医疗机构的疾病预防控制职责。加
强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人员的联系与

信息交流，在机制上打通诊断、报告、治疗、
疫情监测和指挥调度，促进医疗服务与公

共卫生服务整合。
李国华表示，要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

核心，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激励机

制以及公共卫生经费投入长效机制。

探索疾控体制改革
1

完善人才激励制度
3

尽快弥合“医防裂痕”
4

■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是
开
在
百
姓
家
门
口
的
基
层
医
疗
机
构
，

图
为
金
桥
镇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本
报
记
者

徐
程

摄

■ 上海交通

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实验室里，疾

病生物学课题组正在进行细胞传代

培养实验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