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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煜明：
科研是生活的一部分

02 07

蔡秀军团队历时 18年研

制系列可降解支架，彻底解决

了传统手术痛点，既实现“免缝

合”吻合，又迭代实现“免造口”

转流，将“两次多期手术”精减

为“单次一期”，把漫长的 3~6

个月治疗周期压缩至约 3周。

蔡秀军：中国支架
颠覆肠道外科百年历史

科学的奥妙不在于最后

的答案，而在于寻求答案的

过程。比如用表观遗传手段

诊断胎儿的疾病，最初也是

失败的尝试，但在十多年

后，却成为了可用于诊断癌

症的技术。

近期，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支持创新药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深

入贯彻“健康中国”战略的具体实践，更是应对时

代发展需求的主动作为。

从创新药保障来看，医保与商保协同构建多

层次体系，通过范围互补、数据共享、结算优化等

方式，破解了高值创新药可及性难题，让更多患

者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创新药临床使用环节

的制度突破，打破了进院壁垒，强化了临床能力

建设，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患者的获得感。

在市场规范方面，医药价格信用评价制度升

级，通过分级处置、部门协同与信用修复相结合，

严厉打击失信行为，为医药市场营造了公平诚信

的竞争环境。集中带量采购的持续深化，不仅挤

掉了药品流通中的“水分”，减轻了群众负担，更推

动医药产业从“营销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为

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中国创新药产业已由“引进模仿”

转向“创新输出”，为世界提供了守护生命健康的

“中国方案”。我国通过搭建集采平台、推动价格保

密机制，为创新药参与全球竞争创造有利条件，展

现出中国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担当与贡献。

这些政策相互衔接、协同发力，既坚守了“保

基本”的民生底线，又激发了产业创新活力，充分

体现了医保改革在平衡保障与发展中的智慧，必

将为实现民生改善与产业升级的共赢局面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详见 4～5 版）

编者按编者按

本报讯 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基

层司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 2025 年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培训班，总结前期工作

成效，扎实推进年度重点工作。

培训班要求，突出优化服务内容，

提升服务频次，保障服务质量，扎实做

好 2025 年重点工作。切实加强技术、

设备等工作保障，稳妥做好 65 岁以上

老年人健康管理新增服务内容（胸部

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和糖化血红

蛋白检测）；推进老年人及高血压、2 型

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病

患者分类分级精细化健康服务；推广

高血压、2 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症

膳食运动指导要点基层应用，为城乡

社区慢性病患者提供个性化膳食、运

动指导建议；深化基层医防融合服务，

推进预防融入诊疗全过程；做好“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 15 年”系列宣传活动；

促进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

进一步发挥作用；推进电子健康档案

向居民个人开放应用，推动有关业务

系统互联互通。做深做实基层便民惠

民服务举措。

2025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

补助经费达到 99 元。培训班强调，各

地要严格项目资金管理，及时足额配

套和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资金管理

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强化绩效评价，深入开

展穿透式监管；要加强对基层的兜底保障，合理

划分乡村两级分工，严格保障乡村医生开展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要依托信息化手段，推进健

康结果和满意度多渠道采集、大数据分析，切实

减轻基层负担。 （李春雨）

全球首个基于全国健

康记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模型正式亮相。这款

名为“前瞻”（Foresight）的

模型能够预测住院风险、

心脏病发作及数百种其他

疾病。

10 英国首个基于
全国健康记录的 AI问世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