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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

之基。

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家层面出台《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年）》，为进一步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规划新的“施工图”。这一中长期行动

聚焦当前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围绕疾

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将开展 15个重

大专项行动，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

从前端入手，全方位干预健康影
响因素——专项行动把“预防为主”的
理念落到实处

从影响健康因素的前端入手，是健康中

国行动的一大亮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

关专家指出，健康中国行动文件通篇从前端

入手，从主要的健康影响因素入手，通过健康

促进手段，实现健康水平的提升。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健

康的身体源自健康的生活方式。根据国家体

育总局 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我国

城 乡 居 民 经 常 参 加 体 育 锻 炼 的 比 例 为

33.9%，缺乏锻炼成为多种慢性病发生的重要

原因。

推进科学的身体活动、维持身体各项指

标刻不容缓。健康中国行动文件提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

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预期分别不

少于 90.86%和 92.17%。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健康中国行动倡

议，鼓励每周进行 3次以上、每次 30分钟以上

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 150 分钟中等强度

或 75 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日常生活中要

尽量多动，达到每天 6000～10000 步的身体

活动量。

如何确保拥有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也

是当今社会关注的话题。

健康中国行动提出目标，到 2022 年和

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预期提升到

20%和 30%；焦虑障碍患病率、抑郁症患病率

上升趋势减缓。

健康中国行动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并

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工作。卫生健

康、政法、民政等单位建立和完善心理健康教

育、心理热线服务、心理评估、心理咨询、心理

治疗、精神科治疗等衔接合作的心理危机干

预和心理援助服务模式。

从健康知识普及和合理膳食，到全民健

身和控烟，再到心理健康和健康环境促进，一

项项指标正不断细化，一项项民生红利即将

落地，健康促进行动将在未来 10年内让全民

健康素养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健康科

普更加规范科学。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指出，这些

安排和建议将科学性和普及性有机结合，非

常系统、细致，让老百姓都能看得懂、记得住、

做得到。

一个都不能少，全生命周期健康
覆盖——对“一老一小”等四类重点人
群实行“网格式”防护

“小眼镜”预估超过 1亿人，中、小学生近

视率高达 71.6%、36%……严峻的形势让不少

专家感叹：中小学生近视防控要打一场“全民

战争”。

此次健康中国行动，将中小学生作为重

点人群之一，动员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共

同守护其身心健康，形成“网格式”防护。文

件提出，要引导学生从小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锻炼健康体魄，预防近视、肥胖等疾病。

此次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明确提出了个

人和家庭应该采取的措施，比如中小学生每

天在校外接触自然光时间要达到 1 小时以

上，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屏幕产品单次不宜

超过 15分钟等。专家指出，这将极大地落实

个人的健康责任，形成健康促进的强大合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指出，特别

针对妇女婴幼儿、中小学生、劳动者、老年人

四类重点人群开展专项行动，对这些人群面

对的特殊问题作出积极回应，进行全方位的

干预，也是此次健康中国行动的亮点之一。

同时，在四类重点人群的专项行动中，都

对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贫困地区重点人群

健康促进提出了相关措施，体现出全生命周

期健康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的坚定承诺。

在重点人群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的目

标下，一个个到 2022年和 2030年的中长期目

标表明了决心，显示出信心：

——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在 7.5‰及以

下和 5‰及以下，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18/10万及以下和 12/10万及以下；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

分别达到 50%及以上和 60%及以上，全国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 0.5 个百

分点以上，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

——接尘工龄不足 5年的劳动者新发尘

肺病报告例数占年度报告总例数的比例实现

明显下降，并持续下降；

——65 岁至 74 岁老年人失能发生率有

所下降，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

增速下降。

……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卫

指出，围绕四类重点人群的全生命周期健康

促进行动，体现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大卫

生、大健康理念，是“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

民共建共享”的具体实践。

决战“健康杀手”，防控重大疾病
——围绕四类重大慢性病防治进行重
点干预

说到“健康杀手”，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

最应引起人们的警惕。

数据显示，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我国居

民第一位死亡原因，大约每 10 秒钟就有 1 人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作为心脑血管疾病中一大凶险病症，脑

卒中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重要病因，具

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和复发率高

的特点，掌握 4 小时的黄金抢救时间窗展开

急救尤为重要。

健康中国行动指出，学习掌握心脑血管

疾病发病初期正确的自救措施及紧急就医指

导，有助于降低致死率和致残率。

“心脑血管疾病造成死亡人数比较多，文

件这次特地强调了急救。针对急救知识普遍

缺乏、急救设施配备不足等问题，这次健康中

国行动强调了公民急救知识培训和人员密集

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是社会进步的表

现。”专家表示。

癌症是人们谈之色变的一大重症。目前

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 380 万，死亡人数

约 229万，发病率及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抗癌药零关税、医保谈判、加快新药审

批、加入基本药物目录……近年来，为了让患

者用得起抗癌药物，国家有关部门打出“天价

药”降价组合拳，不断加大对抗癌药相关政策

改革力度。

“密切关注癌症危险信号”“普遍开展癌

症机会性筛查”……此次健康中国行动针对

癌症预防、早期筛查及早诊早治、规范化治

疗、康复和膳食指导等方面给出有关建议。

随着我国居民疾病谱的不断变化，健康中

国行动明确表示将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癌症、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四类重大慢性病实

施防治行动，围绕重大疾病防治工作的突出问

题进行重点干预，并为公众从自我健康管理、

膳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方面给出指导建议。

如果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

共建共享的实施路径，那么此次健康中国行

动把它落到了实处。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

孔灵芝指出，每一项行动都从个人、社会、政

府三方面展开，涉及个人、家庭、社区、学校、

企事业单位、医疗卫生机构、政府等各个主

体，形成社会多方共治的格局。

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新华社北京7月 16日电 （记者 申铖） 财

政部 16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非

税收入达 15422亿元，同比增长 21.4%。在今年

推进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景下，非税收入缘

何保持较快增长？是否存在提高收费的情况？

对此，财政部国库集中支付中心主任刘金

云表示，这主要是为支持企业减负，中央和地方

财政多渠道盘活国有资金和资产筹集收入来弥

补减税带来的减收，并非提高收费增加的收入。

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

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等多项

收入。

数据显示，在上半年非税收入中，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达 2203亿元，增加 1705亿元，增长 3.4
倍；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达 4416 亿

元，增加 683亿元，增长 18.3%。

“上述 2项合计增收 2388亿元，占全国非税

收入增收额的 88%。主要是各级财政部门积极

应对减税降费带来的收支平衡压力，多渠道盘

活国有资金和资产，带动相关收入增加。”刘金

云说。

他介绍称，上半年，中央财政增加特定国有

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 1685亿元，体现在国

有资本经营收入中，占全国非税收入增收额的

62%，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 13.3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涉及降费政策的有关收入继续

下降。”刘金云表示，上半年，包含教育费附加在

内的专项收入 3708亿元，下降 2.2%；行政事业

性收费收入 2085 亿元，在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20.6%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下降 0.5%。

“总体看，上半年财政收入运行总体平稳，

如果将减税等因素还原回去，全国财政收入增

幅与 GDP 现价增幅基本匹配，保持在合理区

间。”刘金云说。

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电
（记者 陈炜伟 申铖） 国家统

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上半年，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737 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7%。

统计显示，6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 5.1%，比上月

上升 0.1 个百分点；其中 25 岁

至 59 岁 人 口 调 查 失 业 率 为

4.6%，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 0.5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与上

月持平。6 月份，全国企业就

业 人 员 周 平 均 工 作 时 间 为

45.7 小时。二季度末，农村外

出 务 工 劳 动 力 总 量 18248 万

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226万人，

增长 1.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就业形势比

较 平 稳 ，调 查 失 业 率 保 持 在

5%左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毛盛勇分析，但还有一些

结构性矛盾需要关注，特别是

今 年 毕 业 的 大 学 生 接 近 830
万 ，就 业 压 力 还 在 增 加 。 此

外，一些传统行业在推进结构

转型、去产能过程当中，可能

也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就业

压力。中央对就业问题高度

关 注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稳 定 就

业、促进就业的政策和措施，

有条件保持就业形势的总体

平稳。

新华社石家庄 7月 16日电 （记者 王昆）
记者从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截至 6月

底，河北省 10.51万户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29万户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同

时，河北省依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对法院“失信

被执行人”实施任职资格限制 4.57万人次，“一

处违法、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管格局正在形成。

为加快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市场

监管机制，有效发挥社会共治作用，自 2019 年

起，河北省力争用三年时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

基本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标准体系和配套管

理制度，基本实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全量归

集、一码关联”，初步形成信息共享、业务联动、

协同监管、联合惩戒的完整闭环，实现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在失信联合惩戒、信用信息监管、综合

执法监管、大数据监管等重点业务领域的应用。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河北省将在行政管理事项中建立健全信用核查

工作机制，广泛查询应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记

录结果，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查询

应用其他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不

断增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 16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能否完成？物

价走势如何？实物量指标运行情况怎样？在新

闻发布会上，孟玮就当前经济运行热点问题作出

回应。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

经济同比增长 6.3%，处于 6%至 6.5%的预期目标

区间。

“所谓‘稳’，是指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

区间；所谓‘进’，是指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增多。”孟玮说。

从产业结构看，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4.9%，比第二产业高 15个

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7.3%；规模以上工

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

长。从需求结构看，随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消费保持平稳增长，投资

补短板力度加大。从要素结构看，科技进步、劳

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贡献在增大，创新创

业创造向纵深拓展，上半年日均新登记企业达到

1.94万户。与此同时，区域间发展协调性持续增

强，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生

福祉不断改善，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孟玮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

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从外部环境看，不确定性因

素有所上升。从内部环境看，国内长期存在的结

构性体制性矛盾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经济运行

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实体经济困难仍然较多，民

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在这些问题面前，既要有清醒的认识，坚持

底线思维；也要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孟玮

说，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大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

变。

孟玮说，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

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办好自己的

事。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着力通过深化

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通过大力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释放市场

潜力；通过持续推进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壮大

发展新动力。

“对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我

们将加强政策评估，优化政策组合，强化政策协

同，狠抓政策落实，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她说。

下半年价格总水平有望保持总体稳定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2%，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同比上涨 0.3%。

“上半年，我国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收窄，居民消费价格涨势

温和。”孟玮说，当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具有明显

的结构性特征，工业品和服务价格指数涨幅较

小，食品价格指数上涨 4.7%，涨幅相对较大。分

细项看，主要是鲜瓜果、鲜菜、畜肉价格涨幅居

前，分别上涨 16.1%、9.2%和 6.6%。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自我循环能力强，工农

业产品供给充足，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强基础，

预计今年后期价格总水平有望保持总体稳定。”

孟玮说，针对物价运行的新形势新变化，将进一

步加强价格监测分析预警，加大对重点地区、重

点品种，特别是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变化情况的监

测预警频次；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充实价格调控工

具箱，做好必要情况下的调控准备；指导各地认

真执行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

联动机制。近期，已有多地及时向困难群众发放

了价格临时补贴。

上半年全国28省份用电量正增长

煤电油气运等实物量指标是观察宏观经济

运行的一个切口。

孟玮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3.4 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5%。其中，一产、二产、三产和

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5%、3.1%、9.4%和

9.6%，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分地区看，上半年全国 28 个省（区、市）用电

量正增长，其中 3个实现 10%以上两位数增长。6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5%，增速比上月

提高 3.2个百分点。

从发电情况看，上半年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

3.3%，增速较一季度放缓 0.9 个百分点。6 月份，

发电同比增长 2.8%，增速比上月加快 2.6 个百分

点。

据介绍，上半年全国天然气用气需求平稳增

长，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1493 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 10.8%。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累

计完成 17.6亿吨，同比增长 2.6%。全国铁路发运

煤炭 12亿吨，同比增长 2.3%。截至 6月 30日，全

国统调电厂存煤 1.38 亿吨，平均可用 27 天，保持

在较高水平。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记者 于佳欣） 商务部 16 日

发布对外投资“半年报”，数据

显示，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累

计超 34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0.1%。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

作司副司长韩勇介绍说，1至 6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1个国家和地区的 3582家境

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累计实现投资 3468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0.1%。其中，6
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 637.3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3%。

“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

合作保持平稳健康发展。”韩

勇说，主要呈现几大特点——

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

合作积极推进。1 至 6 月，我

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51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 68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12.6%。

跨境并购稳步发展。1至

6 月，我国企业共实施完成跨

境并购项目 161 起，分布在芬

兰、法国和秘鲁等 42个国家和

地区，实际交易总额 169.5亿美

元，其中直接投资 92.2亿美元。

对 外 投 资 结 构 持 续 优

化。1 至 6 月，对外投资主要

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

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等领域，占比分别为 30.3%、

18%、9.5%、8.4%和 8.1%。房

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

资没有新增项目。

对外承包工程大项目多，带

动当地发展，实现互利共赢。1
至 6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

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389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33个，

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3.8%。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国

际保护主义逆风盛行，全球投

资持续乏力，我国对外投资仍

保持增长势头，印证了中国经

济发展的韧性和对外投资能

力的不断提升。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解读健康中国行动
□ 新华社记者 陈聪 屈婷 王秉阳 温竞华

就业稳！
上半年完成全年就业目标近七成

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累计超
3400亿元 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财政部详解非税收入缘何较快增长：
主动盘活资金 并未提高收费

河北：1.29万户企业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 新华社记者 安蓓

7月16日，在宁夏固原市彭堡镇，工人在田地里收割菜心。
近日，宁夏固原市的冷凉蔬菜进入采摘季，正值当地多雨时节，工人在田地里抓紧采摘。近年来，固原市立足本地气候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全市冷凉蔬菜年总产量达200万吨。 新华社发 杨植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