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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犬爱犬的人近年日渐增多，但令人忽

视的是，我国城乡各地犬只伤人、致死事件时

有发生，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狂犬病仍是困

扰公众的一个公共卫生威胁。

8 月 末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王

晨 代 表 执 法 检 查 组 作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实 施

情 况 的 报 告 时 提 到 ，2017 年 狂 犬 病 居 全 国

传 染 病 报 告 死 亡 数 第 四 位 ，发 病 516 例 ，死

亡 502 例。

不仅仅是狂犬病，王晨在报告中表示，

当前，传统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新发传染

病不断出现，防治传染病面临双重挑战的基

本格局没有改变。

最近曝出一则新闻引来不少人关注，杭州养

老院住进年轻人，付出 300元的租金和 20小时对

老人们陪伴的志愿服务，就可以租住养老院的单

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显现，如何幸福健康

养老，怎样看待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已经成为摆

在人们面前的问题。

据统计，到 2020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 亿，老龄化水平达到 17.17%，其中 80 岁以上

老年人口将达到 3067万人；2025年，60岁以上人

口将达到 3亿，我国将成为超老年型国家。

老年人多机构养老需求大

根据《2017—2022 年中国养老产业行业发

展前景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

2015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 14434 万人，近

10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逐年增加，养老问题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浮出水面。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基本养老现状分为居家

养老、社会养老和民间养老。按照国务院的《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 年）》，到

2015 年，全国要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

位 30 张。尽管目标已经完成，养老服务机构及

床位都在不断增加，但相较于我国当前数字庞大

的老年人口数量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除了总体数量不足，养老机构同样还面临着

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由于公办养老机构有政

府的财政资金支持，不论是在养老设施、服务人

员还是政府政策方面都比民办养老机构更有优

势，收费也较为实惠，公办养老机构往往一床难

求，相反，民办养老机构则无人问津。

陪伴交流需求眼下更迫切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在接

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其实绝大多数老年人的

物质生活已经没有太大问题，如今主要是精神方

面的关爱需求，而现阶段精神养老的发展是没有

跟上物质水平发展的。”

在北京西城区广外街道广安怡乐园敬老

院，生活了几年的闫叔对科技日报表示：“经常

会有志愿者过来，大家会一起唱歌聊天，住在

这里时间长的老人们，过年过节也不回家，已

经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家。”据他介绍，养老院

里有棋牌室和图书阅览室，老人们平常可以组

团进行活动，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在自己的房间

可以看电视，但老人们也还是会嘱咐子女，让

他们多过来看看。

人到晚年，其实已经不再追求更多的物质享

受，尽最大努力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精神关怀，多

陪伴，多交流，才能满足他们当下的需求。

养老模式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

党俊武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养老’这个字

眼真的不是一个友好的词，老年人有时即使身体

不能自理，但是它们的精神仍然是独立向上的，

他们并没有真的指望谁来‘养’他们。在保障物

质生活的同时，加强精神引领，我们可以把它称

作‘精神度老’，安度的度。”

他认为，物质生活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衰

减，但是精神生活需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

升。“发展老年人自己的组织也是一个方法，尽管

亲情无可替代，但是老年人之间的相互交流是可

以降低孤独感的。”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

设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更加健全。”

“对于每一位老年人，需要有老年生活的理

想设计，因为没有谁的人生是一样的。‘活得好’

是质量，‘活得长’是长度，然后‘病的少’。在这

样的模式下，每个人都可以设计出自己个性化的

养老模式，然后达成最终的结果。”党俊武这样表

示。近年来，社会开始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比如老年大学、银发旅游也越来越火爆。关注老

年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单纯依靠子女或者机构，

只有靠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改善整体养老

环境。

老龄化社会呼唤“精神养老”

实习生 蒋 骞

近一段时间，我国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

区陆续出现了人感染炭疽病疫情。

炭疽是由炭疽芽孢杆菌引起的一种自然

疫源性疾病。以牛、羊等食草动物为主要传

染源，人类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毛皮和食

肉而感染，也可以通过吸入含有炭疽芽孢的

粉尘或气溶胶而感染。

刘振伟委员说，传染病中，有不少是人畜

共患病（共有 26 种疫病列入《人畜共患传染病

名录》）。研究表明，70%的动物疫病可以传染

给人类，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

我国发生的非典型性肺炎、高致病性禽流感、

布鲁氏菌病等疫情都来源于动物。

近年我国人畜共患病源头防治工作有

一定进展，但随着养殖业快速发展，国内动

物 病 原 分 布 日 趋 复 杂 ，周 边 国 家 高 致 病 性

禽 流 感 等 人 畜 共 患 病 频 发 ，畜 禽 流 通 消 费

方 式 引 发 的 风 险 持 续 升 高 ，人 畜 共 患 传 染

病防控难度越来越大。

比如狂犬病。虽然多地出台了犬只管理

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职责涉及农业、公安、

卫生等多个部门，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

衔接有漏洞，一些制度如办理养犬证和动物疫

苗接种等规定流于形式，监管部门重事后处

置、轻事前监管等问题，百姓对此反映强烈。

刘振伟建议，把防治关口前移。强化动

物疫病防治，特别是加大对主要人畜共患病

的免疫监测工作，建立动物疫病净化制度，完

善高风险动物移动监管制度。此外，要提高

人畜共患病科技支撑能力。一些人畜共患病

缺乏快速、便捷的实用检测技术。人畜共患

病实验室建设、诊断检测能力、免疫与扑杀投

人畜共患病缺乏快速诊断检测技术

这 些 年 ，国 务 院 逐 年 加 大 财 政 投 入 ，

2013 年至 2017 年，中央财政对实施免疫规划

和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防治等

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专项补助资金由 56 亿

元增加到 96 亿元，年均增长 14.4%；中央财政

通过基建投资支持地方疾控中心建设，累计

安排补助资金 136 亿元，使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我国各项防控措施取得积极效果。加强

传染病防治的科技支撑，实施艾滋病和病毒

性肝炎等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在监测

检测、预警溯源、应急救治等方面也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

但检查中，各地普遍反映，一些基层疾

控机构基础设施落后、检测设备缺乏、业务

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较为突出。

例 如 新 疆 霍 尔 果 斯 作 为 重 要 口 岸 城

市，目前无专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相关工

作和基本公共卫生职能由市人民医院的一

个 科 室 负 责 ，传 染 病 监 测 检 验 能 力 明 显 不

足。同时，一些地方的市、县级疾控机构实

验 室 能 力 远 未 达 到 国 家 标 准 ，与 日 益 繁 重

的 传 染 病 防 治 任 务 不 相 适 应 ，影 响 了 基 层

传 染 病 防 治 执 法 能 力 和 水 平 。 例 如 ，云 南

省的县级疾控机构实验室设备平均达标率

仅为 58.49%。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蔡卫平认为，

每个地方流行的病种有一些差别，但需要的

条件其实是一样的，建议县级疾控机构参照

像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方式。

基层疾控机构基础设施落后

本报记者 陈 瑜

结核，这种曾经肆虐人类历史的传染病，

之前已被普通人渐渐淡忘。然而，2017 年 8

月，一场突然暴发的肺结核疫情，打乱了湖南

桃江县四中学生备战高考的脚步。调查显

示，2017 年 7 月至 11 月，疫情共报告患者 83

例，究其原因是有关单位责任不落实，学校未

建立晨午检、因病缺课登记和病因追踪制度，

学生密度大，教室通风不良；教育部门对学校

传染病防控重视不够；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

没有认真追踪患者真实信息，分析疫情；县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事件响应不及时，没有及

时提供筛查和处置经费。

“基层网底不牢，传染病防治能力比较脆

弱，对疫情的及早发现、及时报告、妥善处置等

能力有限。”检查组在检查中发现，各地普遍反

映，学校、托幼机构专业卫生人员配备不足，与

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

的 600︰1的标准差距较大，相当数量的中小学

没有按规定设置校医室或保健室。有的学校

主体责任意识不强，防治措施不到位，加之专

业人员缺乏、能力不足，学生聚集性疫情时有

发生。

抓好传染病防治最根本、最基础的工作

在基层。但报告中提到，多地反映部分疾控

机构特别是基层人员编制多年来未做过调

整，无法满足现有工作的需要，一些疾控机构

人员和医疗机构从事传染病专业医务人员队

伍不稳定，近年人才流失比较严重。

李学勇委员建议，应进一步落实传染病

防治法的相关规定，突出强基础、补短板，完

善政策措施，健全长效机制，在加大设备、设

施等“硬件”投入的同时，更加重视人才队伍

建设，提高业务能力水平等“软件”投入。比

如，很多地方反映基层疾控机构人才引不来、

留不住，建议在编制、待遇方面向基层疾控机

构给予倾斜。

专业人员缺乏防治能力脆弱

9月是各学校、幼托机构开学之际，西安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健康提

醒，请学生家长及教师注意手足口病和结核病等传染病，发现疫情及时报

告和就医。

疾控部门提醒，学校、幼托机构是少年儿童在学习生活中聚集的主要

场所，人群聚集性又是传染病流行蔓延的一个关键因素。加之开学伊始，

新生流入，秋季气温变化较大，因而学校、幼托机构发生传染病疫情危险

性突增。应加强传染病预防控制，防止手足口病、结核病和流感、支原体

感染等传染病的聚集性病例发生。

专家表示，要加强幼托机构手足口病管理，重视手足口病防治工作，

加强教室通风，落实消毒制度、晨检制度和缺课登记制度，及时发现患有

发热或疱疹的患儿并采取居家治疗或住院治疗措施，阻止疫情传播。

各学校、幼托机构应做好新生结核病筛查工作，严格执行学校结核病

晨检和因病缺勤追访制度，及早发现学生结核病人。

各学校和幼托机构应重视流感、支原体感染等重点传染病的防控工

作，配合疾控部门完成相关监测工作，在加强和完善各项防控病措施的同

时，倡导师生接种流感疫苗。 （据新华社）

开学季应预防手足口病
结核病等传染病

聚集长三角地区儿科医疗资源，区域联动、协同发展。近日，由上海

市儿童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安徽省儿

童医院牵头发起的长三角地区儿童医疗联盟成立。

据介绍，长三角地区儿童医疗联盟将通过互联网远程医疗、应急转运

网络、多中心临床研究、管理经验分享等，促进长三角地区儿童医疗服务

可持续发展。联盟从 2018年上半年开始筹备，至今已有 31家共同发起单

位，81 家成员单位加盟。4 家牵头单位都是有一定行业影响力和号召力

的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

伴随着联盟成立，2个急救转诊网络将在长三角区域内形成，分别为

新生儿危急重症转运网络和儿童危急重症转运网络。联盟将开展多项业

务协作计划，分别涉及基层儿科医疗能力提升、儿童精准诊疗、儿童先进

适宜技术推广示范、儿童药物应用与评价等。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表示，联盟将以基层儿科能力提升为基

础，推进基本医疗服务均质化；以疑难危重疾病转诊会诊为核心，实现特

色诊治集约化；以多中心临床研究为抓手，实现协同创新体系共享等。此

外，伴随着信息共享与医保异地结算的推进，联盟内 100多家单位将逐步

推进医疗服务一体化。

同日，联盟发起单位之一的上海浦滨儿童医院还率先开设 24小时儿

内科门诊，以应对晚上 9 点以后尤其是凌晨时段的儿内科就医需求增多

现象。 （据新华社）

长三角地区成立儿童医疗联盟

9月 2日，太原举办胸痛地图启动发布会，11家医疗机构与“120”院前

救治体系结合，形成了覆盖太原 437.97万人口的胸痛疾病快速救治网络，

极大提升了急性胸痛疾病的急救能力。据了解，这是全国首家省会城市

推出胸痛地图。

对于急性胸痛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早识别、早呼救、早确诊、早

救治十分关键，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延误，都会影响救治效果。“胸痛地

图”最大的亮点是对疑似急性心梗患者第一时间进行院前干预和院内检查

及救治，做到院前院内无缝衔接，最大限度赢得抢救时间，保证抢救质量。

据悉，胸痛地图的发布是太原市建立胸痛中心全市模式的第一步，是落实

急性心梗三级预防，有效降低患者死亡率、提高生存质量，减少医疗费用和

其他费用支出的重要举措。目前，已确定通过中国心血管联盟认证的太原

市中心医院、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太钢总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以及具备急性胸痛疾病救治能力

的山西大医院为首批急诊介入医院，西山煤电古交矿区总医院、清徐县人

民医院、阳曲县人民医院、娄烦县人民医院为首批溶栓双向转诊医院，市急

救中心17个急救站点组成基本覆盖城区的院前急救网络。

太原市下一步将重点加强各区急性胸痛救治能力建设并扩大胸痛地

图，依托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院前急救资源，以信息化为支撑，实现数据

共享和无缝衔接，逐步建立急性胸痛分级诊疗体系，形成全城覆盖、全员

参与、全程管理的太原市胸痛“三全”模式，提升重大疾病防治水平。

（记者王海滨）

太原推出“胸痛地图”

防控传染病防控传染病，，怎样拧紧怎样拧紧““安全阀安全阀””
入等，都存在很多问题，要加大投入。

针对这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

组建议，进一步加强国家传染病防治科技支

撑，重点开展防治策略和关键技术研究、药物

与疫苗等重点产品研制、传染病防治效果评

价等应用性研究。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近年来，
全 国 传 染 病
疫 情 总 体 形
势稳中有降，
但 新 发 传 染
病 输 入 性 疫
情 等 仍 对 人
民 健 康 构 成
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