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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

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加快推进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的生动体现，更是惠及千家万户、造福千秋万代的德政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怀，高度重视健康卫生事业，就“健康中国建设”“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

区世业镇卫生院考察，在仔细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状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后，提出了“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重要思想。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指出，“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健康，健康是1，其他的都是后面的0，1没有了什么

都没有了。”字里行间，饱含着人民领袖对百姓健康的高度关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精准把脉，对

健康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殷殷期待。

一个人的健康牵动着一个家庭，14亿人的健康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必然要求，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动力。江苏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重要论断的首先提出地，理应在健康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先人一步，在全国率先进一步解放思想、优

化机制、加大投入、扬长补短，从而探索一条富有中国特色、江苏特点、在全国“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的健康江苏建设新路径，为健康中国建设先行探路。

健康江苏建设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多措并举、统

筹推进，做好健康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加减乘除。

一是进一步加大投入，抓住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关键点，做好加法。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优先发展”是排序，是定位，更是责任。优先的背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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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先行、投入先行、服务先行。江苏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走在前列，在健康江苏建设的过程中更

要立足于在全国率先推进省域卫生健康现代化为目标，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维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

健康管理嵌入社会管理与建设的各个领域，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做强做优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进一步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推动生育友好型省份建设，逐步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老有所养到老有

乐养，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提升，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坚持顶天立地，持续筑牢乡村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的网底，消除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薄弱点，做好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的减法。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

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江苏作为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

走在了全国脱贫攻坚的前列，但不能忽视，在苏中、苏北地区，依然存在着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

险，减少因病致贫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医疗服务，短板在人才。让人民群众在阡陌乡村获得更加安全、公

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在此过程中，持续建设一支留得住、用得上的基层医疗

卫生人才队伍是关键。对此，要采取更加务实、开放的措施，继续加大农村医疗卫生人才订单式培养规模，

加大城市医院专家赴基层帮扶、巡诊支持力度，试点吸引城市退休卫技人员服务乡村，切实发挥城乡远程医

疗信息系统共享联动效能，采取荣誉激励、待遇保障、编制优先等政策，稳定现有乡村医疗卫生人员，为减少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口数量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

三是注重科技赋能，推进健康卫生事业（产业）创新链、服务链、产业链三链深度融合，做好科技赋能的

乘法。江苏医药科技资源雄厚，产业规模庞大，医疗服务能力强劲，拥有全国一流的医药类高校、科研院所、

医药企业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目标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主线，串联起大学、院所、企业、医院，让科技

创新集聚、融合和释放江苏医药行业“产学研用”的发展动能大有空间、大有可为。

四是深化改革，破除医防融合、医防协同的堵点和难点，做好制度创新、革故鼎新的除法。要持续深化

改革，积极将医防融合落实到健康江苏建设的各个领域和环节，通过医防协同打通医与防的政策壁垒和信

息堵点，将疾病预防端口和健康服务前移，持续探索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可行路径，注重

全民卫生体系建设的持续投入，加大重大疾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

播。立足大卫生、大健康的全局，运用医防融合、医防协同的大策略，筑牢“经济要稳住，疫情要防住，发展要

安全”的压舱石。

（省政协常委、健康江苏研究院院长 王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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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民健

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新

冠肺炎疫情属于比较典型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

何有效防控和治理属于全球重大的难题。当前对于疫情

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属于热点问题，从公共

管理、公共卫生、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研究的成果较多，但是从政治哲学视角研究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权利歧视及其悖论的成果不多。

本期专论特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张爱军教授撰稿，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权利歧视

问题进行行政伦理论述，分析权利歧视的六大类表现及特征、歧视性悖论的内容及特征，并提

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爱军教授为陕西省“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安学者，省级特聘教授。西北政法大学二级

教授，文化安全方向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院首席专家，网络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出版著作 17余部，代表性著作为《权力制约的多维视域》。发表

CSSCI期刊论文200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

或论点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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