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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全国两会上，在粤全国人大代表、住粤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既有如何推动行业

高质量发展等问题，也有教育医疗养老等“接地气”的话题。

2024全国两会

全国人大代表李楚源：

构建有效政策体系
支持生物医药健康数字化

■全媒体记者 林婷玉 通讯员 杨媛 吴皎佼

全国政协委员李丽娟：

以新材料
增强海洋经济“蓝色动力”

■全媒体记者 王艳

全国政协委员刘思德：

支持基层医疗机构
转型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全媒体记者 徐丘濂 通讯员 李晓姗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孤寡失能老人对医养

结合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全国政协委员、南方医

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科主任刘思德对此提出建

议：强化孤寡失能老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支持基

层医疗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承接孤寡

失能老人长住。

刘思德表示，目前已有《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出台，但还缺乏具体

的细化措施和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医保方面，“老年

综合评估项目（CGA）”等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以及

“延续性护理服务”等医疗机构提供上门护理服务项

目的费用尚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针对老年人的长

期护理保障体系未能充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仍只有部分城市试点，试点经验未能及时有效推

广。而另一方面，可以“终生住院”的康复医院、护理

院、安宁疗护中心数量严重不足，在农村和偏远地区

尤其如此；专业护理人员的供给也严重不足。

对此，刘思德建议，从加快制订专项规划和行业

规范、完善医保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质效几个方

面入手，强化孤寡失能老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

在规划和行业规范方面，他提出，坚持政府主

导，制订针对孤寡失能老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专

项规划，完善相应的扶持政策；加快制定推广医养结

合服务模式的行业标准和管理规范，对提供医养结

合服务的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的服务项目范围、内

容、收费标准等制订统一规范。

医保支持方面，他建议，将孤寡失能老人的特殊

健康管理服务项目、长期照护、上门护理等项目纳入

医保报销范围；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范围，等

等。

针对如何提升医疗机构的医养结合服务质效？

他建议扩大医养结合型医院的供给数量和规模；支

持基层医疗机构充分发挥医疗资源优势，按照相关

标准转型为可承接孤寡失能老人长住的医养结合养

老机构；在社区和乡镇（街道）卫生服务站设立专门

的老年全科医生岗位，并提供上门诊疗服务。支持

现有养老机构引入医疗服务，推动养老机构与医疗

机构建立完善就医绿色通道、双向转诊机制等服务

形式，实现医疗服务与养老机构的无缝对接。

人才供给方面，他建议，鼓励有条件的中高本

院校增设医养结合服务相关学科专业，扩大招生规

模，为医养结合服务提供人才支撑；扩大相关职业

院校开展孤寡失能老人照护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试点规模，进一步提升医养结合服务人才质量；充

分发挥志愿服务优势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医养结合服务。

“今年的政协教育组联组会议会关注青少年

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这个话题，这也是我今

年关注的话题。”从教数十年，全国政协委员、民盟

广东省副主委、广东工业大学教授李丽娟对教育

事业始终抱有高度热情。履职以来，她提交的提

案，都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相关。

2008年至2022年，李丽娟连任两届省政协委

员、一届省人大代表。履职15年间，她基于在一线

发现的问题，提出许多务实建议。2023年，当选全

国政协委员后，李丽娟感受到，平台更大了，肩上

的担子也更重了。今年，李丽娟围绕基础教育和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准备了3个提案：“关于完善义

务教育培养体系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提案”“关于

以新材料增强海洋经济‘蓝色动力’推动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的提案”“关于开展线状工程用地审批制

度改革的提案”。

科技创新是李丽娟长期关注的焦点，她在《关

于以新材料增强海洋经济“蓝色动力”推动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的提案》中，建议加强涉海或远海岛礁

建造的核心材料的技术攻关。

“我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建筑材料生产和

应用大国，但我国在推动建筑业新材料产业的

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李丽娟在调研中

发现，海岛气候湿热，环境腐蚀性强，建筑材料

的耐久性问题突出，核心关键材料仍然面临较

高的技术壁垒。市场对支撑远海建造技术所需

先进材料的研发投入不足，远海应用研究和产

业技术创新存在脱节，部分关键技术在实际应

用环境中存在针对性的研究缺失，导致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不足，产业化落地较慢

或根本无法产业化。

她建议，加强涉海或远海岛礁建造的核心材

料的技术攻关，构筑更加均衡的建筑产业体系，同

时优化提升海洋资源的利用，提升知识含量高、附

加值高的海洋资源的高校利用，优化海洋内部产

业结构，强化海洋资源应用提质增效作用。此外，

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合作和互联互通，结合大数

据、供应链等科技手段搭建蓝色金融科技平台，探

索建立蓝色金融创新试验区，在试验区制定相应

政策，吸引多方金融机构加入并开展蓝色项目。

最重要的是，强调研用结合，推动新材料研发与关

键工艺技术体系同步发展，鼓励并支持建筑企业

技术创新，推进传统建筑业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

换代，以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自主创新技术定期

向企业推广为抓手，帮助研究人员和单位度过科

研转量产的难关。

“过去一年，我认真听民声、察民情、聚民智，

对于社会和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有了更

深入的思考。”2024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人大

代表，广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楚源从海外

调研中医药国际化情况回来后，马不停蹄地召开

专题会议，听取各方意见，为了能把真切反映民

情民意的建议带到全国两会现场，他丝毫不敢松

懈。

今年，李楚源准备了9项建议，围绕社会民生

的热点焦点和医药健康行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包括

设立“中国年消费节”；加大育儿补贴、实施普及高

中教育、提升辅助生殖水平等多维度施政提高生育

率；大力促进湾区内中成药及大健康产品的互通互

认；完善港澳居民北上生活消费配套措施；大力推

动生物医药数字经济发展；支持儿童中成药创新发

展；打通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的“最后一公里”；打造

南沙交通中心枢纽；设立“中国雷锋奖”。

去年，李楚源提出建议延长春节假期至 9

天，因为反映民心所向，曾一度冲上热搜榜。“今

年正月初八首次纳入春节假期，不仅增强了春节

文化氛围，还促进了节日消费。”李楚源由此进一

步提出将正月初八设立为“中国年消费节”，加大

力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促进节日经济

形成。

李楚源还就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医药科技创新

方面，专门提出大力推动生物医药数字经济发展和

支持儿童中成药创新发展等建议。他认为，数字化

是生物医药健康行业转型的必然趋势，但如何开展

实现数字化亟待规范指引，建议结合行业特点，制

定生物医药健康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并构建

有效支持生物医药健康行业数字化的财税金融政

策体系，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同时促进研发

和应用两端紧密合作，重点打造一批全国性生物医

药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

针对儿童用药研发、品类、剂型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李楚源建议持续完善儿童用药研发的政策体

系，加强儿童药品基础科研创新，规范儿童临床研

究评价标准，同时鼓励中成药优势大品种进行儿童

方向的改良创新研究。此外，他还建议在国家层面

设立“中国雷锋奖”。“如何进一步开展好学雷锋活

动，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值得我们多研究多

思考。”他表示，在思想道德领域设立“中国雷锋

奖”，更加能够增强道德奖的影响力、示范力，推动

雷锋精神始终与国人为伴、与时代同行，激励大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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