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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滨州市海王黄河医药有

限公司总经理尚育伟
特邀嘉宾、市爱卫办主任乔福民

推进健康滨州建设 打造幸福新滨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隆卫 通讯员 孙丽娜 张传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但是随着工作和

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平时不注意锻炼身体，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亚健康状态”，慢性病年轻化的

趋势也明显增强。本期《委员关注》就如何推进健康滨州建设、打造幸福新滨州邀请委员嘉宾建言献策。

5委员关注2018年1月3日 星期三
电子邮箱：bzrb@163.com
滨州网网址：www.binzhouw.com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责任编辑：王光磊 张迎春
电话：3186761

尚育伟 乔福民綦鑫 韩秀云

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是每个人最
基本的愿望。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没
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
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
面推进健康滨州建设，打造幸福新滨
州，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滨州市民
的健康水平？

韩秀云委员认为，市民首先要加
强自律，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注意
锻炼身体，保持良好心态，生活规律、
清淡饮食，便能保持基本的健康状
态。另外，还要定期做体检，对一些隐
患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韩
秀云委员说，我市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
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截至2016年底，
全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83.47 万
人，占总人口的21.15%，高于全国和全
省比例。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已有
10万人，占全部老年人的12.77%。按照
联合国的统计标准，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的即进入老龄化
社会，而我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13.00%，远超出这个标准。我市人口老
龄化已呈现出“高基数、高龄化、高增
速”三高特征，就医压力也越来越大，希
望医疗体系改革加快推进，能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从根本上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
仅靠市民个人自觉是绝对不够的。”綦
鑫委员认为，更重要的是发挥政府的
主导作用，为全市人民群众健康提供
支撑和保障。

一是进一步完善健康配套体系。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对完善公共文体

设施建设高度重视，相继建成了奥体
中心、“一馆三中心”（科技馆、职工活
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活
动中心）、“三馆一院”（图书馆、博物
馆、艺术馆和大剧院）、全民健康中心
等重大文体设施。在新立河两岸、中
海等市区公园建成了一些活动场所，
尤其是在乡村也建成了一大批文体广
场，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促进了身
心健康。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
要是文体公共设施尚不完善，缺少符
合标准的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篮球
等室内场馆；文体设施建设不平衡，城
乡之间、市城区东西部之间差距较大；
文体设施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利用
率不高，特别是在乡村损坏现象时有
发生。希望市委、市政府坚持顶层设
计，进一步统筹规划；持续加大投入，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长效机制，提
升管理水平。

二是进一步完善居民健康监测体
系。与互联网紧密结合，根据居民治
疗、体检情况，及时监测居民健康情
况。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普遍性的“地
方病”以及可能发生的“疫情”等迅速
预警、处置。

三是进一步完善健康服务保障体
系。围绕健康查体、健康养老、医疗卫
生等问题，提高医疗保障和健康服务
水平。不断深入医疗体制改革，统筹
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进
一步降低居民医疗负担。

四是进一步形成健康氛围。相关
部门要与新闻媒体紧密配合，统筹制
定健康宣传规划，加大对健康重大意

义、健康知识等的宣传报道，在全市形
成政府重视、企业关注、群众参与的浓
厚氛围，为健康滨州建设、提升居民健
康水平创造良好环境。

尚育伟委员认为，加强锻炼是很
有必要的，他建议每个人可根据自身
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项
目，如：慢走、太极拳、广场舞、长跑
等。同时，建议市政府加大对市区小
公园的建设投入，为市民提供更多有
氧运动的场所。公园的建设需注重体
现“以人为本”的园林建设理念，符合
市民健身运动的心理需求。再就是，对
60岁以上老年特殊人群，多组织免费查
体活动，并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提
供健康指导、慢性病管理等服务，对一
些疾病做到早诊断、早预防、早治疗。
还建议多组织开展各类健身活动，如：
足球、篮球联赛，城市马拉松赛等，这样
既能满足市民多元体育健身的需求，又
能体现城市新气象，提升城市品质。

再就是，我市作为全国医改试点
城市，自去年6月起，陆续推行公立医
院全部取消药品及耗材加成、“两票
制”、药品及耗材控销等一系列新医改
政策，减少了药品流通环节，降低了药
品价格，真正让利给老百姓，缓解了老
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近两
年，各地市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我市
为了更好地推动新政策落地，分级诊
疗、转诊制、医生多点执业、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等也在相继推行。希望新政
策的落地，可以让市民在社区、二级医
院也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作为业务部门，特邀嘉宾乔福民

说，下一步我市将全面推进健康滨州
及城市建设工作。一是打造健康环境
体系。抓好大气、土壤、水体、工业污
染治理；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二是打造健康食品药品体
系。从粮食、蔬菜种植，家禽、水产养
殖等基础性工作入手，实现化肥零增
长，杜绝粮食、蔬菜种植使用高毒农药
的现象发生；建立示范基地，开展“三
品一标”认证；建设标准化农贸市场、
食品安全示范店、示范街区、透明厨
房；健全追溯体系和诚信体系建设，推
动从基础到餐桌的安全。三是打造全
民建设体系。开展健康教育、全民健
康素养66条、“1234奔健康”、专家讲座
等活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建设活动
场馆，建立15分健身圈等措施，推进全
民健身。四是打造健康医疗体系。实
施药品零差价、医联体建设、医生多点
执业；提升医疗能力，创建全国、全省
领先专科；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
县区建设，严格预防重大传染病发生；
发挥“中医治末病”优势。五是打造健
康产业体系。打造药品、保健品、体育
用品、健康家居、健康旅游，中草药种
植、健康养老产业，提高健康产业的贡
献率。六是打造智慧医疗。加快智慧
医院建设，方便就医；利用信息平台，
实现大数据应用；通过数据分析，实行
慢性病的干预措施和筛查。七是打造
健康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全员
参与、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结果评估、
监督考核等。

【委员嘉宾支招】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市民加强自律，健康滨州建设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传统的健康观是“无病即健
康”，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解
释，健康不仅指一个人身体有没
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还指一
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关系
上的完好状态。这包括躯体健
康、心理健康、心灵健康、社会健
康、智力健康、道德健康等。

现代健康的含义是多元的、
广泛的，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
适应性三个方面。其中社会适
应性归根结底取决于生理和心
理的素质状况，而心理健康是身
体健康的精神支柱，身体健康又
是心理健康的物质基础。

【名词释义】

健康不是无疾病，是指
一个人生理、心理和社会适
应性的完好状态

有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人
口有1.6至1.7亿人，高血脂人口
1亿多人，糖尿病患者近1亿人，
超重、肥胖症患者7000万至2亿
人，血脂异常者1.6亿人，脂肪肝
患者约 1.2 亿人。据统计，我国
有 22%的中年人死于心脑血管
疾病，白领“亚健康”比例高达
76%，真正意义上健康人的比例
不足3%。

我国慢性病患者率达20%，
死亡数已占总死亡数的83%，一
年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经
费达3000亿元人民币，肝炎所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3600 亿
元。另外，我国居民眼科异常问
题也日益突出，据报道，如不能
有效控制，到2020年将有近7亿
人看不清。老龄化问题也特别
严重，到2020年骨质疏松症将跃
居常见病、多发病的第七位，60
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为56%，每
年医疗费用按最保守估计需要
人民币150亿元。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
触目惊心的现状？

市政协委员綦鑫说，世界卫
生组织研究证明，人类健康取决
于遗传、社会、医疗、自然条件等
多种因素，但大部分取决于人们
日常的生活方式。随着社会和
医学科技的发展，人的寿命增加
了，但是现代人却养成了许多不
良的生活习惯，这些不良习惯对
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日本公
众卫生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列举
的27项过劳症状和因素中，久坐
不动就位居前列。长时间坐在
计算机前伏案工作，颈部、肩部
容易发僵发硬，导致肌肉劳损。

不吃早饭，饮食不规律，也
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有专家指
出，不吃早饭，空腹时分泌胃酸，
时间久了会导致慢性胃炎、胃溃
疡等疾病。而晚饭吃得太晚太
多，不仅会加重胃的负担，而且
容易导致失眠、肥胖、记忆力减
退等问题。再就是，饮食结构不
合理，吃蔬菜少肉类多 ；出门开
车、上下楼电梯，缺少运动；长期
熬夜，睡眠不足；有事自己憋在
心里，不注意心理疏导；小病扛、
大病拖，导致病情恶化等问题都
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市政协委员韩秀云说，现实

生活中她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
听信传销，不科学地服用保健
品，其实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营养还是要从日常饮食中获
取。保持健康，除了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外，还要保持良好的心
态。注意科学合理地补充营养，
对于缺少的微量元素，适当服用
保健品。注意锻炼身体，找到适
合自己的养生方法，才是保持健
康的科学之路。

市政协委员尚育伟认为，保
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
的。以前他认为，只有老年人才
会患的一些疾病，现在却发现越
来越多地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
大、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导致
身体肥胖，以及患有高血压、高
血糖的比比皆是，但是身边就是
有不少人不注意悔改，一边吃着
降压药、打着降糖针，还继续喝
酒。还有通宵打游戏、上网等导
致心脏猝死的报道也不少。再
就是，长时间久坐、不正确的坐
姿等都是引起颈椎、腰椎病的很
大诱因，尚育伟委员对此深有体
会。前段时间他颈椎不好，就是
长时间看手机、坐姿不规范引起
的，通过针灸、拔罐、推拿等治
疗，症状才得以缓解。

特邀嘉宾乔福民说，世界上
有28个国家人均预期寿命超过
80 岁，排在前 3 位的分别为：日
本 83.7 岁、新加坡 83.4 岁、瑞士
83.1 岁。而我们国家是 76.34
岁，与日本比相差7.36岁。2016
年，我们国家因病致贫、返贫人
口占贫困人口比为 42%。据统
计，我国每年医疗费用支出占
GDP 的 5%，2016 年我国的 GDP
总量是74.4万亿元，医疗支出就
占 3.7 万亿元。非健康状态，不
仅容易导致贫困，更影响社会经
济健康发展。

“保持健康，还需以预防为
主。”乔福民说，可以简单地总结
为一句话：健康从改变生活方式
开始。具体的做法世界卫生组
织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
衡。如果将这四方面做好了，便
能使高血压患病几率减少55%，
脑中风、冠心病减少 75%，糖尿
病减少50%。

【现状成因】

久坐不动、缺少运动、饮
食不合理、生活不规律等不
良习惯严重影响健康状况

健康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
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
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那么，
我市市民的健康状况怎样呢？

特邀嘉宾乔福民说，衡量健康水平主
要有几个指标：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
率、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居
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占比。2015
年，我市人均期望寿命75.57岁、婴儿死亡率
3.21‰、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3.8‰、孕产妇
死亡率10.26/10万，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
以上的91.5%。而全国人均期望寿命76.34
岁、婴儿死亡率8.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10.7‰、孕产妇死亡率20.1/10万，体质测定

标准合格以上的89.6%。在“十二五”末，除
人均预期寿命外，我市的健康水平指标好于
全国平均指标。还有，全国死亡人口中因慢
性病致死占85%。2016年我市居民主要疾
病死因依次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意外伤
害、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代谢病。其中，慢
性病死亡率占总死亡率比例超过了81%。

2016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卫
生与健康大会，提出了卫生与健康工作方
针。2017年，省委、省政府召开卫生与健康
大会，制定了《“健康山东 2030”规划纲要》

《健康山东“十三五”行动方案》。省卫生与
健康大会后，我市在全省率先召开会议，全
面启动了健康滨州建设。健康滨州建设主
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健康滨州建设，包括各
县区、市属开发区；二是健康滨州城市建设，
主要指主城区，包括：滨城区、沾化区、滨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

我市按照高起点规划、高起点设计的原
则，聘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为我市制定
了《“健康滨州2030”规划纲要》《健康滨州三
年行动方案》，拟建立健康滨州建设委员会，
拟印发健康滨州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我市还启动了“1234 奔健康”活动，在
滨州电视台开设了健康滨州栏目，并举办
巡回健康讲堂56期。所谓“1234奔健康”活
动，就是指“一评、二控、三减、四健”，一评是
健康评估，二控是控烟控酒，三减是减盐、减
油、减糖，四健是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健康
心理、健康口腔。大家需重点掌握二控、三
减。控烟可降低肺癌（吸烟者得肺癌的几率
是不吸烟者的 10—15 倍）、心脑血管疾病。
控酒减少酒驾、减少肝脏损坏。减盐，每天
需低于6克，即装平一个啤酒盖的量，可预防
高血压。减油，每天不高于25克，相当于吃
饭用的白瓷勺两勺半，可减少肥胖、高血脂、
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发生。减糖，可防止
心血管疾病、肥胖，预防孩子蛀牙、近视等。

【我市状况】

我市的健康水平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指标

摄影：李默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各单位也纷纷组织健步走等各种健身活动。

2015年滨州市民健身广场启用，成集运动、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的开放式健身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