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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省常住人口
人均预期寿命达 78.85 岁，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继续保
持在全国前列。

近年来，我省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截至
2021年底，全省共有 172家
医养结合机构、医养结合床

位 45262张，比 2018年分别
增加 282.2%、565.6%。老年
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项目
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每
年为1万名以上失能老年人
提供健康评估与服务。

“小”的事情绝不小视。
我省不断优化生育政策，做

好妇女儿童健康服务工作。
截至2021年底，全省共有妇
幼保健机构94家，妇产医院
28家、儿童医院 5家。今年
省委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
安排 15000 万元，计划建成
200家托育机构、1.5万个普
惠性托位。

提升健康幸福感

N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为即将出版发行的《复
兴文库》作题为《在复兴之
路上坚定前行》的序言。

习近平指出，修史立
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
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
一个传统。编纂《复兴文
库》，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
重大文化工程。在我们党
带领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之际，这部典籍的出版，对

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把握
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
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为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
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找到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正确道路，通过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懈努
力，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谱写
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最为
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
有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指出，在实现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代
代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
优秀儿女探索、奋斗、牺牲、
创造，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
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的珍
贵文献。编纂出版《复兴文
库》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就
是要通过对近代以来重要
思想文献的选编，述录先人
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更
需要以史为鉴、察往知来。
要在学好党史的基础上，学
好中国近代史，学好中国历
史，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弄清楚中国共
产党人是干什么的、已经干
了什么、还要干什么，弄清
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
功。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
文化自觉，传承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要萃取历史精华，推动理论
创新，更好繁荣中国学术、
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
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要坚定理想
信念，凝聚精神力量，在新
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和
力量，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
人的业绩和荣光。

《复兴文库》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

史为基本线索，精选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
献，全景式记述了以中国共
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优秀
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求
索、百折不挠的历史足迹，
集中展现了影响中国发展
进程、引领时代进步、推动
民族复兴的思想成果，深刻
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兴的历史逻辑、思想源流
和文化脉络。《复兴文库》共
五编，其中第一至三编将于
近日出版发行。

把握时代大势 走好中国道路
习近平为《复兴文库》作序言，强调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以患者需求为导向，多措
并举提升群众的就医感
受。在福建，90%的三级综
合医院能提供精确到 1小
时以内的分时段预约诊疗
服务，83%的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可提供网上预约服
务。全省统一的医学检查
检验共享互认平台，截至8
月底已接入 234家公立医
院，累计互认检查检验项
目约 8654万项次，互认金

额约 42.13亿元，覆盖 4765
万就诊人次。

2021 年底，全省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实现优质护
理服务全覆盖；全省共有
2698名护理员取得培训合
格证书，并开展“无陪护”病
房管理试点。目前全省90
家医疗机构推行了社工服
务、227家医疗机构开展了
志愿者服务，省内所有二级
以上公立医院100%开展无

“红包”医院创建活动。

中医药在医疗惠民能
力、人才培养等方面亦有
长足进步。目前全省拥有
中医类医院 98所，全省建
有889家基层中医馆（其中
32家为精品中医馆），覆盖
全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 服 务 中 心 总 数 的
80.1%。100%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87.95%的社区卫生服务
站、73.53%的村卫生室能
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保障人民健康 托举美好生活
十年来，我省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继续

保持在全国前列
9月26日，“牢记使命 奋斗为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在福州举行，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卫健系统
“展仁德风范 护百姓健康”的有关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
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就医安全感、健康幸福感
不断增强。十年来，我省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继续保持在全国前列，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

福建是全国医改排头
兵。十年来，我省聚焦
群众就医急难愁盼，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率
先在药品耗材采购、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分级诊疗
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取
得突破。

2019年、2021年，国务
院医改领导小组先后两次
发文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
医改经验，三明市获批全
国唯一深化医改经验推广
基地。我省在全国综合医
改试点省阶段性评估中位
居前列，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效果评价连续 7年名列
前茅。

群众期盼“大病不出
省”。目前，共有复旦附属
华山福建医院等 7个国家
级试点项目落地我省，其
中5个项目投入运营，2021
年试点医院转外就医患者
同比减少 25.57%。数据显
示，十年来我省各级医院
床位数年均增长7.29%，全
省12个专科入围全国专科
声誉 10强提名，38个专业
72个临床专科进入华东五
强或五强提名。

群众也盼“一般病在
市县解决”。十年来，我省
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实施县域医疗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目前，

我省全面建成县级综合医
院消毒、影像、心电、病理、
检验、远程会诊“六大中
心”，全省二级及以上城市
公立医院全部参与医联体
建设，组建医联体 293个。
省级和厦门市 8家三级医
院对口帮扶 25 个薄弱县
（市）综合医院。

群众还盼“日常疾病
在基层解决”。我省持续
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和
社区医院创建活动，基本
实现医保“村村通”或“就
近通”。推进重点人群签
约服务，启动“移动医院”
巡诊，推动医疗资源下沉
共享。

增强医改获得感

增加就医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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