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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

闵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萍

带来了一份提案，呼吁关爱“星星的孩子”，完善

孤独症儿童全生命周期援助关爱体系建设。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孤独症谱系障

碍在人群中患病率为1%左右。据统计，中国

孤独症发病率达0.7%-1.0%，全国约有超1400

万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其中，0至14岁的儿

童约有300万。目前，我国孤独症儿童占精神

残疾儿童的36.9%，已成为最重要的儿童精神

疾病类型，是沉重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

患者首先面临诊断困境

张军萍在调研中发现，孤独症儿童及其家

庭首先面临的是诊断困境。孤独症诊断需要

多方面的评估和观察，确诊过程需要耗费大量

的专业人员、时间和精力。其次是康复困难。

需要专业医疗团队根据个体情况制定个性化

治疗方案，治疗周期较长，且目前还没有完全

治愈孤独症的药物。此外，社会中的误解和偏

见、家庭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等诸多因素也会

导致家庭成员容易出现如无助、焦虑、抑郁等。

“造成以上困境，主要有社会保障体系不

完善、社区支持模式需要完善与社会支撑不

够三方面原因。”张军萍分析，我国现有的孤

独症儿童康复训练都是非政府安排项目，收

费高，且缺乏专业支撑、社会资助和外部监

督。她提出，孤独症儿童关爱，必须坚持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社区支持三位一体，针对孤

独症患者及其家庭的实际需求，注重从康复、

教育、心理、家庭、社会融入等多角度，提供分

层级、多维度、持续性的精准服务和支持。

成立专门援助关爱体系
为此，张军萍建议，应加强顶层设计，建立

一套多领域合作的组织模式，由民政部牵头，成

立专门的孤独症儿童援助关爱体系，整合卫生、

教育、妇联、残联等多个部门，形成政府主导、部

门协同、家校社各尽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孤

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格局，由此建立健全孤

独症儿童筛查、评估、诊治、干预、教育、照护等

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援助关爱服务体系。

同时，应培育一批孤独症援助社会组

织。比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可以设立专

门关爱孤独症儿童的专项计划，还可以鼓励

其他有爱心的企业或者机构成立孤独症儿童

关爱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资源，编织一张孤独

症儿童社会服务网络。此外，应建立一批社

区帮扶项目。建议在全国各基层街镇一级政

府，通过积极创设包容性无障碍环境，组织设

立专业的社区支援中心等形式，接纳孤独症

儿童进行有效的社区康复，帮助孤独症儿童

提高社会适应性，尽早融入社会。民政部门

应建立专家智库，组织系统专业培训，切实为

孤独症本人和家庭提供科学、有效的支持。

丰富完善现有法规体系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朵

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旗带来了一份《关

于促进心智障碍人群监护体系发展的提案》。

朱旗告诉记者，成年心智障碍群体主要

包括老年前因先天或后天疾患（如自闭症、唐

氏综合征、脑瘫、发育迟滞、精神分裂症等）导

致的精神和智力残疾人士，全国约1200万；失

智失能的老人，全国约4500万。

朱旗分析，目前国家层面现行监护法规

比较笼统，操作性不强，配套监督及保障机制

不健全。尽管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地方出台

了一些地方性政策，但总体而言力度、深度、

广度均还不足。此外，国家监护落实困难，社

会监护虽有萌芽但发展缓慢。一些非专门从

事监护服务的社会助残机构应社会需求也正

在展开相应的探索，一些生活照护机构也在

酝酿开展监护服务。

朱旗建议上海等有条件地区先行先试，

由地方民政、卫健委、残联、人大法工委等部

门相互协作，在现有上位法框架下加快统筹

制定体系化的省、市级地方性政策，丰富和完

善现有法规体系及配套机制。

同时，加强第三方监督，落实法定的国家

监护义务。民政体系内设置专门的监护监管

机构，配备专业的法律、社工人员，提高监护

过程中的监督能力；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缓解

政府压力，引进社会专业机构对监护人开展

“点对点”第三方监督。

特派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本报北京今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关注“星星的孩子”

完善援助关爱与监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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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居民人均
预期寿命已达到78.2岁，相比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已一倍有
余，这是健康中国的巨大进步，同
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随
着国内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医
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
也会越来越大。
其中，老年黄斑变性的医疗保

障就是较为急迫的一种需求，这种
眼病严重威胁老年人视觉功能，乃
至失明。
目前，治疗该病有三种药物，

仅康柏西普为国产药，每针约3500

元，临床需注射几个疗程或长期。
现行医保政策规定每只眼睛用药
只能9针进医保（第一年5针，第二
年4针），这意味着从第三年起，继
续保持视力，每月支出最少也要
4000元，这个数字已是多数老人的
全额退休金。老年黄斑致盲为老
年性疾病，近年才有临床治疗突
破，大多数老年人对其认识不足，
不少老人因发现晚而致盲。据统
计，在上海目前的治疗率约为
20%，我国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发现
率更低。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基础。建设“健康中
国”，不仅要让人人有医保，更需
要高质量医保守护老年健康。目
前，老年黄斑变性作为“类高血
压”终身药物治疗疾病，建议增加
国产药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的医
保报销次数，由每眼终身只报9针
放宽为每眼每2年报销9针，并根
据实际情况逐步放开医保限制；同
时，持续加强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
相关替代药物的研发支持，不断降
低用药成本。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陈正宝 摄

据统计，中国孤独症发病率达0.7%-1.0%，

全国约有超1400万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其

中，0至14岁的儿童约有300万。

建议上海等有条件地区先行先试，由地方

民政、卫健委、残联、人大法工委等部门相互协

作，在现有上位法框架下加快统筹制定体系化

的省、市级地方性政策，丰富和完善现有法规

体系及配套机制。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已成为人口发展新常

态，也对教育结构转型提出新要求。”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

理吴瑞君是一位人口学专家。今年两会上，她

提交了一份关于多部门协同、统筹优化区域教

育资源配置的提案，建议做好区域师资需求中

长期规划。

区域师资配置分化
吴瑞君分析，我国学龄人口在时空上出现

了周期波动。调研显示，未来全国学龄人口规

模总体趋于下降，但从区域看，东南沿海等地

区由于外来人口导入，人口持续增长；东北等

地区由于北人南下，人口持续减少。因此，省

域不同学段师资供给充足与不足交替并存，跨

学段的结构性缺员现象普遍存在。

“人口向城镇集聚，师资配置‘城镇挤’‘乡

村弱’问题日益突显。”吴瑞君指出，现阶段我

国各地的事业单位编制实行总量控制，教师编

制如何补充和调整成为难点。

同时，“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致使不同区域

的师资配置问题也呈现分化，人口持续增长区

域师资供给压力较大，人口持续减少区域优质

师资流失的问题严重，如何提升资源配置的效

率也是难题。

“低生育率持续”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具有

时滞性。换句话说，当低生育率出现时，至

少要18年以后才会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

“2035年前，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及区域

配置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存。高等教育布

局与师资配置怎样优化，在数量和质量上如何

提升，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吴瑞君说。

精准预测优化标准
吴瑞君提出，就全国而言，我国各阶段教

育的生师比、班师比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分

区域来看，人口流出区师资配置结构性缺员，

而人口流入区师资供给不足，需要中编办、财

政部、中组部、人社部、教育部等部门协同，形

成统筹推进的政策体系和实施机制。

为此，吴瑞君建议，应当精准预测、优化标

准，加强区域学龄人口趋势的动态预测，通过

综合考虑常住、户籍、非户籍等不同类型的学

龄人口数据，提高区域师资测算的准确性，优

化中小学教师编制测算标准，逐步降低生师比

和班师比，推动小班化、个性化教学。

同时，应分类施治、精准施策，构建不同人

口增长区域教育结构调整优化和事业编制动

态调整长效机制。依据区域发展战略，兼顾高

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空间

布局；依据高校在校生规模，扩充教师编制数

量；依据人口区域增减分化趋势，建立完善跨

层级跨地区的编制余缺调整机制，重点向中小

学教育倾斜，缓解“城镇挤”“农村弱”等现象。

此外，吴瑞君还提出，要优化生态、保障待

遇，促进区域教师队伍高质量均衡发展。比

如，完善差异化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

大中央财政向东北等人口持续减少区域的转

移支付力度，在提高教师整体待遇的基础上，

着力解决青年教师在职称评审、住房、子女教

育等方面的问题，还要优化人才项目的区域配

置，营造潜心育人、事业留人的教育生态。

特派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本报北京今日电）

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全国政协委员就学龄人口规模趋于下降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