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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健康扶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药械总支 冯钟文

摘要 健康扶贫是推进精准扶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

是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托底和保障工程。广西在

实现全区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随党中央脚步将健康扶贫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利器”。广西政府在党中央引领下，取得了一系列

显著成果，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全面实现，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使因病致贫返贫户摆脱了贫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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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健康扶贫是推进精准扶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全

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托底和保障工程。健康扶贫工

程的深入实施是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使命宗旨的践行，也是对“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核心理念的精准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卫生健康事业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广西脱贫攻坚工作一直备受党中

央的关注。近几年，广西自治区政府先后出台了《广西健康扶贫攻坚行动

计划）（2017-2020）》、《广西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广西

进一步加强健康扶贫工作若干措施》，体现了广西政府跟随党中央脚步将健

康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利器”。

二、广西健康扶贫中代表性例子[1,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东山瑶族乡地处海拔 800多米的大山深处，自

然环境恶劣，地势险峻。全州县政府为了克服健康扶贫难题，不断完善乡

村医疗卫生服务的覆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落实疾病分类

救治、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以及医保等政策和加大对贫困人口健康动态的监

测，逐渐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当地政府对全州县进行了全面

摸排，对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除此之外，全

州县在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建设等健康扶贫工作上不断打出“组合拳”，

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的目标。全州县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

设置“一站式”结算窗口，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县域内住院实行先诊疗后

付费，贫困患者出院结算时只需要交纳其个人自付费用，其他费用由各有

关部门按规定在“一站式”信息系统内直接结算。为了提高基层的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全州县还启动帮扶计划，吸引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的意见》，制定《关于推进健康江南建设的决定》及《“健康江南 2030”

行动规划》，明确目标和任务要求，强化政府、社会、个人责任，动员城区

上下共同推进健康江南建设，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奠定坚实基础。

从 2017年到 2019年江南区面向社会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了一批

优秀工作人员；对村卫生室招收了一批定单定向医学生解决了医院队伍人

才紧缺问题；选派卫生院卫生院医护技人员及村医 326人次参加各类专业

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卫生技术业务水平。不仅如此，南宁市江南区还加

强了医疗建设，提升了服务能力，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和投入运

营，为江南区三镇三街道城乡居民的生命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广西健康扶贫成果

2020年 11月 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发布会中介绍了推进健康扶

贫和医保扶贫，确保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的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李斌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医保局、国务院扶贫办等有



关部门精准施策、合力攻坚，推动健康扶贫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健康扶贫

攻坚任务接近全面完成，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全面实现，因病致贫返

贫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累计使近 1000万因病致贫返贫户摆脱了贫困。广西

在此次健康扶贫攻坚战中也取得了显著成果[3]：

（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一是在“十三五”期间

计划投入 164.7亿元实施广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行动计划，支持包

括贫困地区在内 110个县（市、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项目 2564个；

二是明确 31个县级医疗机构、361个乡镇卫生院和 3262个村卫生室标准化

建设和能力提升项目作为战役目标，实行挂图作战，切实提高贫困地区基

层医疗服务能力，保障了贫困人口就医需求。

（二）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充实。按照自治区关于中央巡视“回

头看”和成效考核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部署要求，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遵

循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逐步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以稳定优化乡村医生队伍和健全全科

医生制度为重点，在消除医疗服务“空白点”上出实招，在政策、项目、

培养、对口支援上下功夫，在建立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激励政策措施上

见真章，不断充实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保障了贫困人口有医生看病。

（三）开展大病集中救治工作，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一是加

强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治工作，全区累计救治 30种集中专项救治大病病人

6.19万人，救治率达 96%以上。二是强化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重型

精神病等重点慢性病家庭医生规范化服务，基本实现常住贫困人口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四）强化“源头”健康扶贫，减少因病致贫返贫。持续严把出生缺

陷婚前、孕前、产前、产后“四个防治节点”，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防止

了 6000多个家庭可能因为出生缺陷儿出生导致的家庭贫困，从 2017年至

2019年连续三年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签批表扬。



（五）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医疗服务。筹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

助资金，抓好安置点配套医疗卫生服务项目的建设，指导各地以迁入地负

责为原则，统筹医疗资源为辖区安置点配套安排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基本医

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确保安置点医疗服务全覆盖。

（六）深化粤桂对口帮扶工作。组织我区 8市 33县与广东省 5 市 26

县（区）开展医疗协作结对帮扶，有效提高了我区贫困地区基层医疗服务

水平。

（七）稳步推进医联体建设。目前我区形成了在城市主要组建医疗集

团和跨区域的三二医联体、在县域主要组建县域医共体、同时辅以专科联

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网的网格化医联体管理的框架。全区组建三二医联体 157

个、城市医疗集团 16个、县域医共体 276个、专科联盟 302个，远程医疗

协作网 109个，覆盖全部国定贫困县。

三、健康扶贫的意义

健康扶贫是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国家为了解决农村“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提出的总体治理方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战略的具体实

施者，其执行情况直接影响到战略的实现程度和具体目标的实现，因此，

对地方政府健康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研究有助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也有助于广西与全国各地同步步入全面小康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直重视民族地区的减贫扶贫工

作。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脱贫事业取得巨大成果，数千万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即便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但有关的数据显示，全国因病致

贫返贫的人数还有很多，“因病致贫”排在各种致贫原因的首位。广西作为

脱贫攻坚战中关键地区之一，全区贫困人民的健康扶贫显得尤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没有全

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健康扶贫关

系到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健康扶贫作为分享改革发

展成果的重要举措。实施精准健康扶贫，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广

大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

服务”等关于健康扶贫重要讲话精神的贯彻和落实。

四、展望

2021年是建党 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目前，我国

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并且在健康扶贫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但是我们并不能松懈下来，还必须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坚持脱贫不脱政策。

在疫情常态化的新形势下，要统筹疫情防控、研判疫情态势、提供技术支

持、做好医疗救治同时，坚决履行主体责任，继续保持人民健康工作高质

量稳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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