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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海 南
省第八次党代

会上，不少代表注
意到，报告将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放在重要位置：
“少年儿童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未来和希望。我们要像
爱护培育花朵那样呵护少年儿童

的健康成长，把他们培养成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的合格接班人！”
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广大代表和干部群

众中激起层层“涟漪”。大家一致认为，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接力棒终将传递到少年
儿童手里。社会要共同关爱、呵护少年儿
童，让他们茁壮成长为未来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顶梁柱。

培养少年儿童事关长远

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培养少年儿童
成为接班人，事关长远，事关大计。

“今天的少年儿童，就是明天的栋梁之
才。爱护、呵护、培育好他们，就是在塑造
自贸港的未来。”透过报告，省第八次党代
会代表、海南中学英语教师柳海英看到了
省委、省政府关爱、保护青少年成长的拳拳
之心，“报告振奋人心，催人思考，激励我们
以更高站位、更大胸怀看待少年儿童教育
事业。”

同样备受激励的，还有省第八次党代会
代表、昌江黎族自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
郭周艳。“看得人心里暖融融的。”她说，报告
将引起海南社会各界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强
烈关注，汇聚社会合力，推动建设多元的青
少年实践活动体系，让少年儿童在丰富多彩
的实践中形成正确价值观。

大会的强音传出会场，广大干部群众也
积极予以回响。

“报告中专门写到这一点，说明省委、
省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作为一
名教育工作者，我倍受鼓舞，也深感责任
重大。”三亚市第二小学校长王迎春说，海
南的少年儿童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经历
者、见证者，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未来
和希望。

“少年儿童如同种子，学校制度、师资、
环境等如同土壤；饱满的师者之爱、丰富多
彩的课程如同充分的阳光；而学校内外不
同主体间的交流、心与心的关爱如同流畅
的空气和及时的雨露。”王迎春表示，学校
要努力成为学生成长的沃土，每一位教师
要努力把自己的热情和爱化作一缕阳光，
不断提高自身人格魅力、丰盈自己的生命
底色，为孩子们成长提供甘甜的雨露和肥
沃的土壤，使每一粒种子都能充满勃勃的
生机，才能切实担当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光荣使命。

勇担成长“护苗人”

幼苗生机勃勃，却也脆弱。近年来，海
南通过制定、施行各类相关规定和工作方
案，精心护航少年儿童成长。

2021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海南省中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和防护能
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海南将实施中
小学警保联防工程，实现学校安全防范建设

“四个100％”。
同年11月1日，《海南省未成年人保护

和预防犯罪规定》施行，旨在保障未成年合
法权益，有效预防未成年违法犯罪，培养担
当海南自贸港建设重任的时代新人。

“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我认为
法治教育至关重要。”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
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海口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韩运发介绍，海口一方面通过普
及、加强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另一方面织密“防护网”、筑牢“防火墙”，对
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予以从严打击，并
长期开展相关宣传，降低犯罪率，加大对未
成年人的保护力度。“譬如海口为学校配备
了法治副校长，持续开展法治教育进校园活
动，净化校园文化环境，提高学生对违法犯
罪行为的认识，增强未成年人鉴别能力，保
证未成年人走正道。”

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省妇联党组副书
记、主席陈健娇介绍，近年来省妇联积极营
造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例如，通
过常态化开展家教家风宣讲、家庭教育公益
讲座等方式，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预防
儿童溺水安全教育进万家”巾帼关爱行动覆
盖18个市县125个村（居），举办儿童安全
用药科普知识公益讲座100场；实施特殊困
境儿童关爱行动，其中“春蕾计划”自2003
年开展以来，共创建5所春蕾学校，开设近
100个春蕾班，帮助1万多个贫困儿童圆上
学梦。

陈健娇说，下一步，省妇联将加大《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宣传力度，通
过抓好“最美家庭”“绿色家庭”等各类文明
家庭创建等工作，充分发挥妇女作用，引导
带动少年儿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培养合格人才。

甘当知识“摆渡人”

要想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接力棒未来交
得出、握得住，少年儿童的培养是重中之重。

党代会报告要求，办好具有海南特色的
优质教育。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省教育厅
党委书记、厅长曹献坤表示，近年来，海南教
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树人，打造特色印
记，协同推进教育质量提升和“阳光快乐”教
育。尤其是，“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各地各
校在学科教育、文化知识灌输、教学时间上
做减法，在“阳光快乐”教育、文化底蕴培养、
教学质量上做加法，推动我省“双减”各项监
测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是对‘阳光快
乐’的最好诠释。”曹献坤表示，海南教育
系统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省第八次党代
会精神，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统
筹抓好“双减”工作和教育质量提升，像爱
护培育花朵那样呵护少年儿童的健康成
长，把他们培养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合
格接班人。

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儋州市南丰镇中
心学校教师符木里曾在三面环水的南丰镇
南岸新村志文教学点任教28年，被大家亲
切地称作“孤岛园丁”。“我将以报告为指引，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投入工作，与时俱
进更新教育观念，积极落实‘双减’政策，全
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帮助孩子们启迪智
慧、发展个性，继续做少年儿童在知识海洋
中的‘摆渡人’。”

“我们将依托自身资源和服务优势，持
续关注‘双减’政策下海南少年儿童课外实
践和课外阅读指导的需求，把图书馆打造成
少年儿童社会教育主要阵地。”海南省图书
馆少儿部主任闫淼透露，即将对外开放的海
南省图书馆二期少儿馆占地面积超过8600
平方米，楼上四层的空间分别按照海洋、热
带雨林、航天、自贸港主题进行设计，为少年
儿童打造优质阅读空间。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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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本报记者

“人均预期寿命”这项指标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也充分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在
今后五年的工作“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人均预期寿命等社会发展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在重点任务中，报告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
深入推进健康海南行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1岁，主要健康指标走在全国前列。

将这样一个具体、细微的目标列入党代会报告，又将其写入重点任务，引来不少党代会代表和干部群众的关注。大家表示，这不仅体现
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热潮下，省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自贸港建设红利更好更快更多惠及百姓的决心与作为，也进一步突出海南“健
康岛”定位，彰显海南在健康事业与产业发展中的活力与潜力。

党代表及干部群众热议海南“健康岛”

人均预期寿命目标彰显民生温度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由2017年的8.29‰
下降至2021年的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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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均寿命的因素不只是“重大疾
病”“大型医院”，群众身边的“小病”“诊
所”同样举足轻重。

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这一
目标，让定安县新竹镇禄地村村医王大勇
充满期待。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过
去五年里，他看到太多变化。

“基层诊疗环境更舒心了，医疗服
务水平更高了，硬件设施和医务人员的
医疗水平也都有了明显提升。”王大勇
感慨，基层医疗环境的提升，不仅方便
了村民看病，更为群众撑起一把健康的

“保护伞”，让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
断增强。

王大勇说：“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我

将更加脚踏实地地服务好每位病患，通过
不断学习提升本领，造福更多基层群众。”

海南具有一流的生态环境、明显的气
候优势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每年吸引着大
批“候鸟”前来旅居康养。

作为一名在海南生活6年的“候鸟”
老人，居住在三亚的段襄征感受着优越的
气候环境带给身体的舒适感。他认为，海
南打造特色康养和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大有可为。

“未来，希望海南康养旅游产业能够
实现更高水准、更大规模、更全产业链的
发展。例如，建立相匹配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让老人享受到更加贴心、便捷的
养老服务；加大对本土人才的培养，补齐

短板，为海南发展康养产业提供更多人
才保障，打造康养旅游胜地。”段襄征说。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省加大
了对养老服务的管理力度，出台了多项政
策和文件，采取诸多措施。特别是在养老
机构设备设施建设、养老护理员培训、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开展方面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省托老院院长高淑红表示，下一
步，省托老院将把机构养老服务向社区和
居家延伸，以期服务更多老人；持续加强
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升服务质
量；发挥示范作用，力争推进全省养老服
务机构标准化管理力度，提升全省养老服
务管理能力。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

“人均预期寿命等社会发展指标位居
全国前列”列入今后五年工作主要目标，
这对省内医疗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姜鸿彦表示，省
委、省政府立足自贸港发展，为省人民医
院高标准制定战略目标，将省人民医院打
造成为与高水平自贸港相适应的医学新
高地，也是对实现“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这
一目标的提前布局。

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能够
帮助人们延长生存时间和改善生活质量。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常务副局长吕小蕾介绍，近年来，乐城一直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展理念，围绕

“大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国”的目标，持续为
患者提供国际先进的特许药械、诊疗、康养
医旅服务，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和健康海南
建设。同时，管理局主动创新，联动医疗机
构、药械企业等多方优势资源启动乐城“先
知计划”，通过推出全身肿瘤筛查、胰腺疾
病筛查及突发性疾病的预估，慢性肾脏病
发展监测等一系列国际先进的体检早筛产
品，再结合乐城优质医疗机构先进的体检
医疗服务能力，进一步促进省内乃至全国

公众对癌症等疾病早诊早治。
“‘人均预期寿命等社会发展指标位

居全国前列’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医疗水平
的提升，也需要各种福利保障制度不断健
全。”在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海口市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邓超看来，要实现
这一目标，海南医疗需加快与国内外先进
医疗机构对接，引进人才的同时培育本土
人才。医疗技术水平提高的同时，医疗服
务水平也亟待提高，老百姓需要更有温度
的医疗，“在硬件之外，逐渐提升医疗服务
人文关怀，也是一种健康促进。”

人均预期寿命和新生儿死亡率是世
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国际公认的衡量一个
国家或地区国民健康的综合指标，可以综
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医疗健康服务、医
保制度、医疗技术水平、国民健康素养，与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
水平密切相关。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海
南医学院党委书记杨俊说，把“人均预期
寿命等社会发展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列入
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表明了省委建设更
高水平的健康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的坚定决心。

杨俊认为，海南山清水秀，空气清新，
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是名副其实的长寿
之乡。尤其是近年来，海南医疗卫生系统
不仅经受住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

考验，还在全国率先实现基本医保省级统
筹，实现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全省覆
盖，同时，引进一批优质医疗资源，为基层
医疗工作者提供专项补贴和住房保障，让
他们安心扎根基层，助力海南百姓“小病
不进城、大病不出岛”的愿景成为现实。

“海南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
展，为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打下了坚实基
础。但我们也应正视当前存在的短板并
努力逐一补齐，真正实现党代会报告确定
的目标，扛起海南自贸港在推进人民健康
事业上应有的担当。”杨俊说。

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省卫健委党委
书记、主任周长强表示：“海南卫生健康系
统将大力实施健康海南行动，全方位干预
健康影响因素，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

人人享有，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强化早诊
断、早治疗、早康复，形成共建共享的全社
会健康氛围，显著改善群众健康生活品
质，有效延长预期寿命。”

周长强介绍，海南将深入推进“三医
联动”改革。大力推进“2（高血压、糖尿
病）+3（严重精神障碍、结核病、肝炎）”健
康服务包工作。与此同时，构建高水平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整合型优质高效医疗服
务体系；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建设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和50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实现“大病不出岛”；开展县级医院标准化
建设，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实施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强化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常见病、多发病诊治和康复
护理能力，全面实现“小病不进城”。

不断健全医养体系 愿景目标值得期待

不断提升医疗水平 持续优化相关服务

政策机制愈加成熟 卫生事业长足发展

海南人均预期寿命

由2017年的78.2岁

提升至2020年的79.05岁

孕产妇死亡率

由2017年的24.46/10万

下降至2021年的 15.77/10万

婴儿死亡率

由2017年的6.06‰
下降至2021年的3.96‰

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制图/孙发强

⬇2021年，第11届海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海口举办。（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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