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城市

悠悠民生， 健康最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 提出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

的重要标志”。 一年来， 被誉为 “医学高地”

的上海， 勇担新时代赋予自身的新使命， 努

力实现新作为。

今年 7 月， 上海市政府发布 《关于推进

健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流医学中

心城市的若干意见 》 （简称 “健康服务业

50 条”）。 这是十九大以来出台的首个省级

健康服务业发展政策， 50 条新政一条条拼

出 “健康上海” 的新格局。

今年 9 月， 国产第一款抗结直肠癌新药

在沪诞生， “全球新、 中国造” 重磅新药诠

释着让国人 “吃得上、 也吃得起好药” 的志

气与温情。

今年 10 月， 由上海研发制造的国产首

台一体化 PET/MR 获批上市， 一举打破此前

全球仅两家企业掌握此项尖端技术的格局。

去年出台的 《“健康上海 2030” 规划纲

要》 第一次将健康作为城市战略来推进， 明

确提出健康是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重要

标志。

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年来 ， 上海始终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 加快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城市， 全力打造

与卓越全球城市定位相匹配的健康医疗服务

体系， 奋力诠释 “健康中国” 蓝图中的上海

定位、 上海担当与上海作为。

放眼世界， 我们不难发现， 几乎所有的

卓越全球城市首先都是世界著名健康城市。

【“龙头”与“辐射度”】

长三角医疗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吹响集结号

今年 6 月 1 日，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

谈会在沪召开。 在会前安排的参观考察中，

代表全国乃至全球最高肿瘤放疗水平的上海

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尤为引人注目。

三省一市领导为何要考察这家医院？ 不

仅因为质子重离子这一肿瘤治疗尖端技术只

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 更因为这里自开业以

来， 六成患者来自长三角。 未来， 上海医疗

资源辐射效应能否进一步增强， 长三角医疗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亟待破题。

在昨天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 ， 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指

出 ，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

升为国家战略 。 此前 ， 他专门对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 明确提出实现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引领目标 ， 并要求

上海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 ”、 苏浙皖 “各

扬其长”。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 事关民生的医

疗是绕不开的话题。 目前， 上海是国内患者

流入量最多的城市。 最新数据显示， 在上海

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患者中 ， 39.29%为非

上海常住居民， 其中有相当部分就来自长三

角地区。

上海发展 “绝不可能独善其身， 也绝不

可以独惠其身”， 必须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区

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进行思考和谋划。

2016 年， 由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 江

苏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与安徽省立

医院牵头， 由三省一市 30 多座城市上百家

医院自发组建 “长三角城市群医院协同发展

战略联盟 ”。 当长三角医疗资源牵手融合 ，

上海如何发挥 “龙头 ” 作用 ， 体现 “辐射

度”， 是这一年来被上海医疗界反复提及和

体悟的。

作为我国发展程度最成熟的城市集群之

一， 长三角也是中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之一， 医疗协同要继续在 “高质量” “一体

化” 上做文章。 业内专家直言， 长三角医疗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兼顾 “两头”： 既要为

区域分级诊疗、 医联体、 远程医疗等国家医

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也应着眼

百姓急需、 国际前沿， 发挥长三角协同优势，

为人民群众谋求更优质医疗服务而努力。

令人振奋的是， 在这方面， 长三角已有

生动实践。 今年 9 月， 我国首款国产抗结肠

癌新药———呋喹替尼获批上市。 得益于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MAH） 试点 ， 呋喹

替尼实现了在上海研发并申请上市、 由苏州

公司专注生产的长三角 “顺产” 路径。 此举

减少了新药研发企业的建厂时间和成本， 将

助推更多新药加速上市。 这对推进长三角生

物医药产业融合、 打造高质量产业集群意义

重大。 预计未来两三年， 一批 “全球新、 中

国造” 的重磅新药将陆续在长三角诞生。

【“医改探路”与“不忘初心”】

让医改成就“写”进每位患者的心里

健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 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医改

难题刻下的定盘星。 人民至上， 亦是健康中

国建设、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清晰的指向、 不

变的初心。

启动于 2009 年的中国新一轮医改业已

走进第十年。 随着医改走向深水区， 面对的

是一个个最难的问题， 一块块最难啃的 “硬

骨头”。 上海医疗卫生事业在探路医改方面

推出了不少 “破冰” 之举， 成就了中国医疗

卫生领域的很多 “第一” ———

上海是全国医联体的 “发源地”， 截至

今年， 上海已组建以区域医联体、 专科医联

体为主要形式的 40 多个医联体， 三级医院

全部参与医联体建设；

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启动家庭医生制度试点， 时至今日全市

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启动 “1+1+1”

医疗机构组合签约。

医改浪潮下， “健康上海” 要给市民更

多获得感、 幸福感， 需进一步转理念、 转重

心、 转机制， 不断总结经验， 贡献 “上海方

案”， 让医改成就真正走进每个老百姓的心里。

这一年， 上海医改进程最令人欣喜的，

莫过于 “就医回流” 新气象。 据上海市卫生

计生委统计， 2017 年度上海区级医院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急诊总量增幅首次超过

市级医院； 市级医院门急诊总量占全市医疗

机构总量的 30.72%， 较上年同期下降 0.75

个百分点； 而区级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门急诊总量已达全市医疗机构总量的

60.01%， 承担了上海大部分的医疗任务。

在医联体建设、 分级诊疗制度和家庭医

生制度等举措的组合推动下， 越来越多上海

市民看病， 不再舍近求远扎堆去三甲医院，

转而愿意去区级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

诊。 老百姓 “就医路径” 的转变清晰表明，

打造分级诊疗就医新格局， 说到底就是要让

老百姓看病负担更低些、 往返更少些、 质量

更优些。

据上海市卫生计生委最新统计 ， 2017

年上海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达 83.37 岁 ，

常住人口孕产妇死亡率降至 3.01/10 万， 常

住人口婴儿死亡率 3.71‰。 上海市民三大健

康指标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世界发达国家或地

区先进水平， 并居于全国领先水平， 为上海

迈向卓越全球城市打下扎实的健康基础。

漂亮的健康成绩单背后， 依靠的是上海

优质的医疗资源与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 上

海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科团队和技

术， 其中临床医学等 11 个一级学科排名均

位于全国前列， 血液病学、 内分泌学等 16

个优势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25 家单

位获得 163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据透露 ， 上海将于 2018 年至 2020 年

投入 12.9 亿元， 实施新一轮重点专科建设，

进一步提升上海医疗服务能级和水平 ， 进

一步提升上海顶尖专科在全国乃至世界范

围的影响力。

【“开放”与“创新”】

对标国际， 加快亚洲医学中心城
市建设

去年 11 月，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的一体化 PET/MR 在中山医院装机，

准备接受临床验证。 双方在瞄准一件事： 打

破国外技术垄断 ， 摘取高端医学影像领域

“皇冠上的明珠”。 今年 10 月， 国产首台一

体化 PET/MR 获批走向临床， 各项核心性能

上达到甚至部分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中山-联影 ” 开创了中国 “医研产 ”

创新模式， 对标国际最强， 实现了 “大国重

器” 上海制造。 如何最大程度地 “唤醒” 上

海医疗卫生领域的创新意识、 集聚产业链要

素， 上海 “健康服务业 50 条” 的落地为之

续薪添力。

今年 7 月， 上海市政府发布 “健康服务

业 50 条”， 力求通过深化 “放管服” 改革，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鼓励形成一大批高水

平、 有特色的社会办医品牌构建多元主体协

同发展的健康服务产业体系， 鼓励形成一大

批高水平、 有特色的社会办医品牌， 加快建

设亚洲医学中心城市， 进一步提升上海健康

服务发展能级与核心竞争力。

“抓载体” 是 “健康服务业 50 条” 关

注的重点。 按照规划， 上海将推进上海国际

医学园区、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 嘉定精准

医疗与健康服务集聚区、 普陀桃浦国际健康

创新产业园、 徐汇枫林生命健康产业园区等

健康科创园区建设。

对标 “国际”， 上海也不忘以更开放的

姿态， 聚全球智慧， 引天下英才。

作为此次进口博览会定点医疗保障机构

中的唯一国际医院，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是上

海与美国麻省总医院战略合作、 联合挂牌的

首家外资综合国际医院， 这也是上海首次在

高规格活动中纳入非公医疗。

如今的上海， 中外医学交流已不限于一

场国际会议、 一次讲座、 一次交流考察， 一

批技术顶尖的 “洋医生” 陆续来沪工作。 就

在上个月， 美国生殖医学会副主席、 被美国

媒体誉为 “顶级医生” 的斯蒂芬·罗伯特·林

德艾姆教授全职加盟仁济医院 。 而在去年

底， 诺贝尔奖获得者、 “幽门螺杆菌之父”、

澳大利亚医生巴里·马歇尔教授也已在东方

医院开设门诊。 今年 6 月， 上海自贸试验区

首家外资综合医院、 上海和睦家新城医院正

式开业， 医师来自全球 25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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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年来， 上海全力打造与卓越全球城市定位相
匹配的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奋力诠释“健康中国”蓝图中的上海定位、

上海担当与上海作为———

经两年建设， 瑞金医院舟山分院于今年 9

月在舟山正式开业。 于是， 我也开始体验长三

角 “双城记” ———每周前半周在上海， 后半周

在舟山， 周六晚或周日早晨回上海度周末。

瑞金医院舟山分院按照三级医院标准建

设， 由瑞金医院输出管理经验。 经全国招聘的

医务人员前期均在上海瑞金医院接受系统培

训， 确保 “瑞金标准”。 如今这家医院开出的

科室皆由来自上海的瑞金医院、 仁济医院 （泌

尿科、 妇产科） 的科主任兼任科主任， 并选派

这两家医院的骨干医生担任执行主任。

听说 “上海医生” 来了， 我能感受到当地

百姓发自内心的高兴。 医院开业之前， 早有当

地人来打听， “什么时候开出病房” “什么时

候能手术 ” ……原来 ， 舟山人看病半数属于

“外出就医”， 或去宁波， 或去上海， 即使如今

交通方便了， 但个人看病总要有人陪， 少不了

误工、 误学， 还有住宿费， 这些都是就医额外

的经济负担。 “上海医生” 来了， 舟山老百姓

可以留在家门口看病了， 长三角医疗一体化就

以这种实实在在的方式惠及当地人。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整理）

我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科当了十多

年的临床医生， 后来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做一名全科主治医生， 当初很多人不理解我的

选择。

身处临床一线， 我见过太多因平时忽视小的

健康隐患而发展成重病的患者。 要知道， 如果急

性心梗等疾病能够早期预防、 及时诊治， 就能挽

救无数生命， 大大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我想， 医学的发展需要有人去科学的高峰

“摘星 ”， 也需要有人去基层 “托底 ”。 抱定

“从根源上提高居民健康意识” 的想法， 我来

到离居民更近的社区， 期望能为疾病防控关口

前移尽一份力， 做好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凭借在三甲医院的工作经验， 我在社区一

方面开展高血压、 糖尿病等的慢病管理， 及时

诊治冠心病患者； 另一方面还承担起了对社区

青年医生的培养与带教工作。 如今， 我已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近半年， 我发现社区是一

个可以实现自我的地方———不仅能更好地发挥

自身专业特长， 还能为科研找到丰富案例和素

材。 我决心在社区卫生这条平凡但重要的道路

上坚定地走下去。 （本报记者 李晨琰整理）

陈巍
(上海瑞金医院呼吸科医生、 瑞金医院舟山

分院呼吸科执行主任)

当好“长三角医生”，
实实在在惠及当地人

转战社区不后悔，
这是一个实现自我的地方

席伟春
(松江区方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

自从有了家庭医生，
再不用六点出门跑大医院

杨娟芳
（嘉定区南翔镇天恩社区居民）

几年前 ， 我和老伴从静安区搬到了嘉定

区 ， 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 说心里话 ， 我很担

心， 因为老伴多病缠身， 心梗、 高血压、 糖尿

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在我忧心忡忡的时

候， 家庭医生上门了， 他跟我说， “杨阿姨，

您不用担心， 以后有事随时打我电话。”

一开始我有点不相信， 但现在我切切实实

感受到了便利。 原先为了帮老伴配药， 我隔段

时间就要跑一次医院， 一家配不齐， 往往还要

跑上两三家。 每到配药的日子， 我早上六点就

要出门， 折腾大半天才能回家， 而且， 两周就

要重来一次。

签约家庭医生后， 一切都变了。 我们不用

再频繁折腾了， 医生还非常关心我们的健康情

况， 定期电话回访。 有次得知老伴血糖长时间

居高不下， 立马为我们转诊到三级医院。

省时、 省力、 省钱， 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让我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 看病为啥

非要一窝蜂挤到大医院？ 现在， 我常常跟身边

的小姐妹宣传： “家庭医生真好啊！”

（本报记者 李晨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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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疗师正在操作治疗室的质子重离子治疗设备。 本报记者 陈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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