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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慢性病，两会委员这样说———
3 月 4 日晚间袁全国政协委员尧网易公

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磊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袁
丁磊 --- 关于提高全民慢性病防控意

识，建立科学健康如识传播体系，应该对一些

糖类等食品上有疾病防控的提醒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尧 空军军医大学基础部

细胞生物学教研室副主任边惠洁在接受陕

西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边惠洁 --- 认为应采取“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策略，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有效预防和控制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

展。她建议，要加大科普宣传，鼓励群众养

成注重安全、健康的生活习惯。

全国政协委员尧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

新提交了叶关于完善国家儿童营养战略尧覆
盖 3-5 岁儿童成长关键阶段的提案曳遥 3 月

3 日袁朱永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

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朱永新 --- 建议：完善顶层设计，建

立全国性的跨部门的儿童营养改善协调机

制。应调整现有国家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的

覆盖范围，提升国家儿童营养项目的效果；

强化在校、在园儿童的“食育”，提升儿童营

养意识，建立科学健康营养观念。此外，朱

永新认为要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创新的方

式开展营养支持与干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博士接受新华网

采访时表示袁
冯丹龙 --- 呼吁积极运用全面、科

学、高质、量化的指标体系，作为国家和各

省心血管疾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抓手，助力

健康中国。她建议：在国家层面，把提升心

血管疾病的防治水平提高到健康中国战略

支撑的高度。在省级层面，积极将指数评估

用于指导工作开展。从国家和省级层面，将

指数作为心血管疾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抓

手，并把其列为各地卫计委心血管疾病防

控工作的衡量指标，定期进行评估并对结

果进行公布。

全国政协委员仁和渊集团冤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文龙接受健康报采访时表示袁
杨文龙 --- 认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问题突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健康

意识薄弱，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差；慢病管理

团队的医疗服务水平有待提高；投入不足，

慢病宣传难到位；信息资源不能共享，双向

转诊实践效果不理想；中医药防治慢病优

势没有充分发挥。中医注重调理养生“治未

病”的作用是公认的，能对疾病的发生、发

展的各个环节提前干预，建议制定政策，充

分发挥中医防治慢病作用。

关于医药卫生事业，政府工作报告
都说了啥？

2018 年

3 月 8 日，我

们迎来了第

13 个世界肾

脏病日，恰逢国际妇女节。其主题为“关注肾

脏病，关爱女性健康”旨在唤醒大家对女性

肾脏病健康的认识与重视。那么，我们该如

何保护肾脏？女性又该如何关爱自己的肾脏

呢？

慢性肾脏病（CKD）是一类全球公共卫

生问题，最终可能导致肾功能衰竭和早亡的

不良后果。目前，全球大约有 1.75 亿女性患

有 CKD，是女性死亡的第 8 大主要原因，每

年导致近 60 万女性死亡。女性肾脏健康问

题突出，应得到重视！

女性由于个体的特殊性，较男性而言，

有三种易发的肾脏疾病。

1、尿路感染

由于女性的尿道短、宽、直，尿道开口靠

近阴道口和肛门，更易发生尿路感染，尤其

是怀孕期间膀胱、直肠、输尿管等受到压迫，

常会发生尿液排出不畅，容易有细菌生长，

导致尿路感染的发生。为确保更好的疗效，

大多数肾脏疾病应及时发现并进行治疗。

2、自身免疫性疾病

由于雌激素和遗传等的作用，自身免疫

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

炎、系统性硬化症、干燥综合症等均好发于

女性。

3、肾脏疾病与妊娠

妊娠是育龄期女性所要面对的一大挑

战，为了提供胎儿发育的良好环境，妊娠期

妇女肾脏负荷明显增加。如果原本就有肾脏

疾患，妊娠可使其病情加重。妊娠期妇女更

易发生尿路感染、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和急性

肾损伤等，影响胎儿和孕妇的健康。不论是

透析或非透析患者，他们的生育率都可能会

降低。在透析过程中，通过强化（每天或几乎

每天）的透析治疗可以改善结果，因此对进

行透析的育龄妇女，应当注意调整透析方式

和剂量。

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肾脏疾病的发生？
1、饮食生活方面

日常生活中要坚持低盐、清淡饮食，不

暴饮暴食，适当多饮水，不憋尿。同时要坚持

体育锻炼，控制体重，避免滥用药物等。

2、高危人群

针对高危人群要进行早期尿液筛查，最

好每年能检查 1 次以上的尿常规，如果发现

有蛋白尿、血尿等问题，应进一步做肾功能

检查等项目，并进行专科治疗、跟踪随访。

3、妊娠女性

对于怀孕的女性来说，要注意营养均

衡、全面，控制食盐分量，多喝水，定期测量

体重和肾功能状况。要注意预防尿路感染的

发生，从怀孕初期就应定期到医院查尿，做

尿常规培养，若发现有细菌发生，可根据所

培养的细菌种类，选用有效的治疗方法。

2018 年 3 月 8 日，世界肾脏日和国际妇

女节在同一天纪念，让我们有机会反思女性

健康的重要性，特别是她们的肾脏健康，希望

为全世界所有妇女和女孩提供平等和普及的

健康教育，医疗保健和肾病预防。

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

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

向大会报告过去五年政府工作，对今年工作

提出建议。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了医药卫生事业

过去五年的工作成果与未来发展的建议，让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都有哪些吧！

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

五年来，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 6800 多万，

易地扶贫搬迁 830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下降到 3.1%。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7.4%、超过经济增速，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中等收入群体。出境旅游人次由 8300 万

增加到 1 亿 3 千多万。社会养老保险覆盖 9

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5 亿人，织就

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人均预期寿命

达到 76.7 岁。棚户区住房改造 2600 多万套，

农村危房改造 1700 多万户，上亿人喜迁新

居。

实施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

险制度，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

制度并轨。出台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

基金方案。实施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长期实行

的药品加成政策，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改

革取得突破。

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

240 元提高到 450 元，大病保险制度基本建

立、已有 1700 多万人次受益，异地就医住院

费用实现直接结算，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

加快推进。

对 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

深化医疗体系改革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协调推进医疗

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改革，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下大力气解决群众

看病就医难题。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

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 40

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扩大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范围，把基层医院和外出农民工、

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等全部纳入。

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分级诊

疗。继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改善妇幼保健服务。支持中医

药事业传承发展。

创新食品药品监管方式，注重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提升监管效能，加快实现全程

留痕、信息可追溯，让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

法制售者难逃法网，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

得安全。

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

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所和设施。人民群众

身心健康、向善向上，国家必将生机勃勃、走

向繁荣富强。

推动医疗领域开放

支持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养老、教育、文

化、体育等服务供给。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

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开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

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

服务质量。

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

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

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

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

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 +”。

关注肾脏病袁关爱女性健康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