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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心同行

乳房再造“援”梦公益救助行动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2023年“新希望·心

同行———乳房再造‘援’梦公益救助行

动”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燕创

慈善基金会主办、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

进会乳房再造专业委员会承办。该公

益救助行动发起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

形外科医院教授、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

进会副会长栾杰，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

进会党支部书记兼秘书长夏岑灿，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整形外科教

授、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乳房再造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学庆，中国医学

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付苏，

强生医美公立医院负责人陈青叶，专家

志愿者董佳生教授、韩思源教授、李比

教授、史京萍教授、孙家明教授、穆大

力教授、穆籣教授、王彪教授、王先成

教授、宋达疆教授等出席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由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心

同行公益救助行动爱心大使、北京广播

电视台主持人悦悦主持。

栾杰在会上介绍，“新希望·心同

行———乳房再造‘援’梦公益救助行动”

旨在发动医生志愿者的力量，为更多乳

腺切除患者提供乳房再造支持，帮助患

者解决术后生理和心理问题。该公益救

助行动已走过 7年，未来希望更多人关

注“新希望·心同行———乳房再造‘援’梦

公益救助行动，希望更多专家加入志愿

者队伍，让更多乳腺癌患者受益，让她们

“乳”此美丽。

据悉，“新希望·心同行———乳房再

造‘援’梦公益救助行动”以救助一批

患者、传播一个理念、传授一项技术、

培养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桥梁为宗旨，

以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乳房整形

美容学组制定的《乳腺癌切除术后乳房

再造技术指南》为依据，开展乳腺癌术

后乳房再造慈善救助活

动。截至目前，该公益救

助行动已经连续开展 7

年，有效改善了患者乳房

切除术后心理，显著提升

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夏岑灿向各位专家

志愿者的辛勤付出、患者

的信任和爱心企业的一

路陪伴表示感谢，对七年

来各位同道的坚持、对乳房再造事业的

执念、对这一份“余心之所善兮”的情

怀表示敬意。

胡学庆表示，当前乳房再造已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整形外科应当有所作

为。学科带头人应做好引导，积极培养

年轻医生，提升其职业获得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谈及慈善，胡学庆说，最

大的慈善应是能够让患者得到优质的

整形外科医疗服务，保障患者知情和接

受整形外科医生咨询服务的基本权利。

付苏向与会者分享了个人的从业

经历以及参加 2022年度乳房再造菁英

挑战赛的比赛感受。“从病人身上我体

会到了乳房再造的意义，比赛让我更深

刻地感悟到，乳房再造是一个值得深耕

和精益求精的技术领域，它蕴含着整形

外科的精髓，也闪耀着整形外科的灵

魂。”付苏表示。

患者代表汪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手术

经历，并对专家团队表示敬意与感谢。

“通过乳房再造公益救助行动，我重拾了

生活的信心，点燃了对新生活的期待。”

陈青叶表示，当前乳腺癌呈高发和

年轻化趋势。乳房切除后，患者不仅要

适应生理变化，同时也会面临较大的心

理落差。但由于大众对乳房再造缺乏认

知和信任感，目前的乳房再造率仍较低。

基于这一现状，强生将继续与北京燕创

慈善基金会和专家志愿者一起，开展乳

房再造“援”梦公益救助行动，为推动乳

房再造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2023 年，该公益救助行动将持续

向大众普及乳房再造科学理念，为广大

医生传授先进乳房再造技术方法，促成

多学科领域的交叉与协作，让更多患者

受益，重拾美丽与自信，传递温暖，播

撒大爱。 （丁思月）

记者：看病难、看病贵长期困扰老

百姓，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老百姓的实

际需求？经过多年的医改实践，医改和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方向是否一致？

汤胜蓝：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

着手。

第一，借助科技的力量。患者可以

在网上取得医生的电子处方，再去药

店拿药。我们需要开发更多创新的方

法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第二，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看病难的

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卫生人力制度、

政策等方面存在问题。优秀的医疗资

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基层无法招聘优

秀的医生，因此有效的分级诊疗很难

实现。我国现有的一些卫生人力资源

政策没有真正站在医务人员的角度去

制定，造成有资质的医生不愿意到基

层工作。国家应加强卫生人力资源政

策相关的研究，真正开发并实施切实

可行的政策，鼓励有资质的医生和医

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记者：除了各级政府，还可以借助

哪些社会力量支持全民健康覆盖的实

施与发展？

汤胜蓝：现有的私营机构、民营企

业都可以通过慈善事业发挥作用。我

希望中国也能有慈善家建立基金会推

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发

展。另外，大学、智库或研究机构要有独

立的思想。目前大学、智库或研究机构

都在支持政府的工作，这是应该做的工

作。但政府是站在它的角度看待问题的，

需要有其他机构站在不同角度看待医疗

卫生问题。科研人员在调查研究时可能

更接近社会现状，更了解老百姓的就医

感受，这些一手信息可以用来提出建

议，帮助政府制定政策。

记者：您觉得在全民健康覆盖的建

设中，《柳叶刀》可以起到什么样的推

动作用？

汤胜蓝：《柳叶刀》不仅发表医疗卫

生方面最新的科学技术、传播新的理

念，也在推动健康公平和全球的全民

健康覆盖。改革开放以后，《柳叶刀》在

中国实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影响

到了中国的一些医疗卫生技术，而且

在中国倡导健康公平等理念。希望《柳

叶刀》未来更加关注弱势人群的医疗

卫生问题。

全民健康覆盖任重道远

第三，提高服务质量。在实践过程

中，国家通过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付费、按病种分值（DIP）付费等

方式从医保角度规范医院行为，通过

集中采购调控药品价格，这些做法均

产生正面意义。值得强调的是，一定要

在控制医疗费用的同时提高医疗卫生

服务质量。

第四，近十几年，缺乏对医生、护士

和其他医务人员薪酬制度的改革。这

是关系到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是否成功

的重要因素之一。

全民健康公平性亟待关注

（上接第 7版）

健科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