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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回覆金正恩口信：願同朝方合作抗疫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5月9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向
朝鮮勞動黨委員長、朝鮮國務委員會委員
長金正恩致覆謝口信。

習近平表示，很高興收悉委員長
同志熱情友好的口信。今年2月，委員
長同志曾就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向我致慰
問信並向中方提供支持，這充分體現了
委員長同志以及朝鮮黨、政府、人民對

我以及中國黨、政府、人民的深情厚誼
，生動詮釋了中朝傳統友誼的牢固根基
和強大生命力。我對此深表感謝並予以
高度評價。

高度重視發展中朝關係
習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

後，在中共中央堅強領導和各方面大力
支持下，經過艱苦卓絕努力，中國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我也很關
心朝鮮疫情防控情況和朝鮮人民身體健
康。委員長同志帶領朝鮮黨和人民採取
了一系列防疫舉措並取得積極成效，我
感到欣慰和高興。

習近平表示，中方願同朝方加強
抗疫合作，並根據朝方需要提供力所能
及的支持。相信在中朝雙方以及國際社
會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夠取得這場抗

疫鬥爭的最終勝利。
習近平表示，我高度重視發展中

朝關係，願同委員長同志一道，指導兩
黨兩國有關部門落實好雙方重要共識，
加強戰略溝通，深化交流合作，推動新
時代中朝關係不斷向前發展，造福兩國
和兩國人民，為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繁
榮作出積極貢獻。

5月7日，金正恩向習近平致口信

，高度評價並祝賀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中
國黨和人民在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阻擊戰中取得輝煌成就和巨大勝利
，表示堅信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定能夠不斷鞏
固擴大戰果，取得最後勝利。希望習近
平總書記同志保重身體，並向中國共產
黨全體黨員致以戰鬥問候，祝願朝中兩
黨關係日益密切、健康發展。

衛健委：六方面建公共衛生應急體系

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龔艷春表示，
2019年國務院部門牽頭辦理全國人大
代表建議7162件，全國政協委員提案
3281件，分別佔 「兩會」 建議提案總
數的87.8%和85%，已全部按時辦結
。防控新冠疫情期間，很多代表委員結
合各自領域和防控一線的經驗，在健
全完善公共衛生體系、更好發揮中醫藥
作用、加強科技研發攻關、強化數字信
息應用等方面提出了400餘件建議和
提案。

李斌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
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
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這次抗擊新冠肺炎是對
中國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一次 「大考
」 ，在應對過程中，暴露出中國在重大
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體系等方
面仍然存在着短板。他針對公共衛生應
急體系建設工作，提出六方面考慮。

AI雲計算支持監測分析
一是推動加強公共衛生的組織領導

，提高全社會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防
範意識，建立集中統一高效的領導指揮
體系，完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響
應機制。

二是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
以重大傳染病的防控和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處置為重點，推進疾控體系現代化，
強化應急能力建設，完善公共衛生重大
風險研判評估決策防控協同機制，加強
培訓和演練，強化重大疫情救治體系，
建立分級分層分流的救治機制，夯實基
層的網底。

三是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
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
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
地發揮支撐作用。同時還要積極發揮中
醫藥的作用，提升中醫藥救治水平。

完善應急物資保障制度
四是要加快構建核心技術攻關的新

型舉國體制。推動健全統一的應急保障
體系，配合相關部門完善應急物資保障
制度，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
度。

五是推動加強公共衛生法律法規預
案和監督機制的建設，強化執法與監督
，建立全民動員的機制，深入開展愛國
衛生運動，推動公共衛生的社會參與。

六是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
全球衛生治理，分享中國經驗。

李斌表示，上述想法還在積極研討
，並和相關部門溝通中。公共衛生應急
體系建設要作為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相
關重點方面來推進改革不斷深化，以提
升中國的應對能力和水平。

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9日在京表示，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
，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發揮中醫藥作用、加強科技
研發攻關、強化數字信息應用等方面提出400餘件建議和提案，
很多創新性建議已轉化為國家防控的策略和相關措施。他表示
，應對疫情 「大考」 ，未來將在推動加強公共衛生的組織領導
，建立集中統一高效的領導指揮體系等六方面推進公共衛生應
急體系建設。

代表委員逾400建議提案 聚焦大數據中醫藥抗疫

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凱雷北京報道

代表委員建言獻策

全國兩會聚焦公共衛生改革
今年全國兩會因抗擊

新冠疫情延期舉行，距離
大會正式開幕前兩周，代
表委員已提交逾400件提案
和建議，涉及完全公共衛

生體系、加強科技研發攻關等眾多焦點
領域，顯示出後疫情時代的公共衛生領
域改革與完善，將成兩會及以後一段時
期內中國社會治理焦點問題。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中國在抗擊
新冠肺炎的戰役取得決定性成果。作為
人口密度大、地區差異顯著、人均醫療
水平並不突出、擁有14億人口的發展
中國家，中國在全球率先應對疫情的爆
發，迅速發現病毒毒株，全力救治每一
名國人，為全球抗疫爭取到寶貴的時間
與經驗。如今，中國的每日確診已降至
個位數，死亡率不斷降低，並向其他疫
情國家伸出援手，為全球提供醫療防疫
物資。中國抗疫新冠疫情的成果不容任
何詆毀，值得國人驕傲。

不過，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疫情

暴露出中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
公共衛生體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尤其
在新冠疫情全球爆發，尚存在很多未知
且沒有特效藥及疫苗的情況下，如何更
好應對防疫的常態化，建立起更加高效
的公共衛生體系，提高應對突發衛生事
件的能力，提升公共衛生的治理水平值
得再廣泛討論，吸納各界智慧。

綜合當前各方觀點，在後疫情時代
，中國需要一個更高層級的公共衛生指
揮領導體系，將國民健康列入更加重要
的位置。公共衛生常年的缺少人才、物
質配備等情況，應該得到制度化的保障
。在新發傳染病報告等方面，應該有更加
明確的強制責任，充分聽取一線醫護和
科研人員的意見，杜絕行政化的干預。

2003年，SARS重塑了中國疾病預
防控制體系，並建立全球最大的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17年後，
新冠肺炎應該給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帶來
更大的變化，真正成為保障國民健康的
牢不可破的防控網。

科技部：AI提案轉化為政府部署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國家科技部副部長李萌9日在國新辦
政策吹風會表示，越來越多建議提案轉
化成為政府部門的決策和推動科技工作
的重要措施。

「人工智能是當今世界科技創新和
產業發展的熱點。」 李萌說，去年兩會
期間，科技部主辦和協辦了33件關於
人工智能的建議和提案，涉及基礎研究
、開源開放、人才培養、倫理治理以及
立法和產業發展等相關內容，在推動項
目和規劃的實施，提升產業水平和改善

人民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央行：小微企貸款餘額增2成
針對各界關注的中小微企業融資難

、融資貴等問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陳雨露在同一場合表示，人民銀行全面
加大了對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包括
安排3000億元專項再貸款，5000億元
再貸款、再貼現額度，5500億元普惠
金融定向降準釋放流動性等。到今年3
月底，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已達到
12.4萬億元，同比增長23.6%。

▲貴州省錦屏縣一名生產工人在注膠車
間工作 新華社

港澳5776人珠海參保 呈增長趨勢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

道：記者9日從珠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局獲悉，繼在珠海工作的港澳居
民可參加職工五險等社保後，港澳非
就業人員亦被覆蓋，今年起憑居住證
即可參保。據最新統計，至今在珠海
參保的港澳居民達5776人。

「由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緊密
互動，港澳居民在珠海參保呈增長態
勢。」 上述負責人透露，截至今年一
季度，在珠海參加職工五險的香港、
澳門居民累計分別達1587和2719人，

較去年末分別增加近12%、16%。而
目前參加珠海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和醫
療保險的港澳非就業人員也共達1470
人，其中未成年人參保154人。

珠海市人社局有關負責人指出，
接下來將簡化參保手續，不斷擴大覆
蓋面，為常住珠海的港澳台居民提高
更好的保障。記者還了解到，目前粵
港澳大灣區正加強跨境公共服務和社
會保障的銜接，加快探索澳門社會保
險在大灣區內跨境使用，並提高香港
長者社會保障措施的可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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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一所小學的二年級學生在校門口測量體溫 新華社

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六方面
一、組織指揮

•建立集中統一高效的領導指
揮體系，完善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的應急響應機制。

二、預防控制
•推進疾控體系現代化，強化
應急能力建設，完善公共衛
生重大風險研判評估決策防
控協同機制。

三、科技支撐
•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雲
計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
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
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地
發揮支撐作用。

四、統一制度
•要加快構建核心技術攻關的
新型舉國體制。推動健全統
一的應急保障體系，配合相
關部門完善應急物資保障制
度，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
和救助制度。

五、法治保障
•推動加強公共衛生法律法規
預案和監督機制的建設，強
化執法與監督，建立全民動
員的機制。

六、國際合作
•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
與全球衛生治理，分享中國
經驗。

完善預警系統
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
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張占斌

完善突發重特大疫情防控規範和應
急救治管理辦法，特別要建立突發公共
衛生事件的識別系統、預警系統，保證
公共衛生安全的信息科學準確、透明規
範和及時發布。

AI導診攻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無人機空中指揮隔離、AI機器人協
助導診，中國科技在此次疫情中展現了
諸多亮點，建議進一步支持相關企業科
技攻關，鼓勵企業積極創新疫情需求的
新應用、新模式。

分享中國經驗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賈慶國

中國在防控疫情方面與其他國家善
意和建設性的互動，也是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具體體現。在國際抗疫合作中，爭
取將現有合作機制化，成為中外合作、
聯動的一個成功案例。

智慧防疫升級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兩院院士 李德仁

基於時空位置大數據的智慧城市服
務升級，將有望解決公共疫情防控和公
眾出行、企業復產、社會運轉之間的矛
盾。

記者劉凝哲整理

▲港澳居民憑居住證可參加珠海市社保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大公報整理

▲「中國─烏茲別克斯坦跨國遠程
醫療系統」4月25日啟用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