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此次运动会的选

手共有近 400 位，分别来

自北京、上海、安徽等 21

个省区市，他们均为器官

移植患者，包括肾移植患

者、肺移植患者、肝移植

患者等。

一场特殊的运动会，
选手都是器官移植受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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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理论是灰色的，
实践之树常青03

作为一个医生，只要怀

抱医者仁心，一心一意解除

病人痛苦，在医疗实践中认

真听取病人诉述，努力理

解、吸收并将其翻译成饱含

人性的故事，就一定能呈现

出好的叙事医学。

林明贵：
直面病毒，无惧无畏07

林明贵说，将我们的专

业做到极致，便能为人民和

国家筑牢坚不可摧的生命防

线。在亲身经历了几次重大

传染病暴发处置后，他通过大

量临床和学术工作，在传染病

领域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

前不久，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大学

医学部叙事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叙事医学发展研

讨会暨《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2023）》发布会在

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

叙事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弥合医患

分歧、实现医患和谐的任务。但是，自 2011 年叙事

医学被引入我国至今，叙事医学研究者和实践者

对叙事医学的理解存在分歧。中国叙事医学的研

究和实践既缺乏宏观的理论指导，也缺乏统一的

实践方案。

在此次会议上，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叙事医学分

会、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叙事医学分会共同发起和

制定的《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2023）》正式发

布。该共识分为“叙事医学的概念和价值”“叙事医

学的实践”“叙事医学的研究”三个部分，包含 21

条推荐意见，旨在统一研究者和实践者对叙事医

学的理解和认识，加快推动叙事医学的规范化研

究、实践和发展。

本期编辑部分享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和

来自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高校和机构的专家在会上围绕《中国叙事医学专

家共识（2023）》和叙事医学实践的发言，以期增进

社会对叙事医学的关注与交流。

（详见 3～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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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医学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任

务》强调，要聚焦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

治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任务》指出，2024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主要

包括：

一是加强医改组织领导，推动地方各级政府

进一步落实全面深化医改责任，及时研究解决改

革中的重大问题。探索建立医保、医疗、医药统一

高效的政策协同、信息联通、监管联动机制。

二是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因地制宜学习

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提质扩面，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以及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三是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建设，有序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设置建设，深化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改

革，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卫生健康

人才能力，开展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试点。

四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落实公立医院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坚持公益性，扩大普惠性，提

高可及性。制定关于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优化护理服务

的指导性文件。制定关于医院病房改造提升的指导性

文件。制定规范发展特需医疗服务的政策。

五是促进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基本医保筹

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制定村卫生

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的政策。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六是深化药品领域改革创新，包括完善药品使用和管

理，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机制。

七是统筹推进其他重点改革，包括推进数字化赋

能医改、深入推进“一老一小”相关改革、扎实做好全国

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陈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