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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收官之年。

周崇臣说：“贫困地区家庭
儿童得不到良好救治，将加剧
儿童身心痛苦，造成家庭和社
会负担。”应实施儿童健康扶
贫，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儿
童患病及因病致贫返贫情况，
集中力量分类分批分步精准救
治，使患病贫困儿童以最佳的
身心状态回归社会。尽管各地
健康扶贫工作积累了成功经
验，但仍存在流程衔接不畅、政
策信息不对称、因病返贫风险、
长效救助机制缺乏等问题。

对此，周崇臣建议，健全各

级政府部门与医疗机构、社会
组织间高效协调工作机制，畅
通有效信息共享，完善帮扶救
治流程，确保优质医疗资源下
得去、有人应、有衔接、有实效。

联合多学科团队专家，对
重点地区、重点家庭的儿童疑
难病、复杂病、慢性病等实施精
准救治，实行全周期动态管理，
严防因病返贫。

同时，将健康扶贫项目按
照社会公益项目常态化管理，
扩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对儿童
少见病、罕见病、慢性病病种的
保障范围，鼓励通过基金会、社
会慈善捐助等形式，加快形成
长期稳定的救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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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报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国两会比往年推迟了两

个多月。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一直期待着两会的召开。

今天正式报到，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早晨5点多便起床准备，
收拾行李。除了带上我精心准备的议案建议外，今年行李
还多了口罩、消毒湿巾、医药包等防疫物品。

7点左右，我们乘坐大巴车出发前往郑州东站。车内
每个人的座位都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8点整，随着G802
次高铁准时发车，我们一路北上，奔赴北京，去履行人大代
表该尽的职责。

两个半小时后，列车顺利到达北京西站，河南大厦前
来接送代表的大巴车早早在等候。经过半小时左右的车
程，我们到达驻地——河南大厦。

进入房间，发现已经备好了一些防疫物品，譬如口罩、
免洗消毒液、消毒湿巾、医药包等。

在餐厅就餐时，代表们也都自觉戴好口罩，并排队取自
助餐，人与人之间都保持1米左右的距离，餐桌上也有各自
的遮挡板，让我觉得驻地的防控细节做得十分到位。

想到马上就要开幕的两会，我的内心充满了期待。如何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如何进一步提升
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代表委员们一定会有很多真知灼见。
我期待会议现场的脑力大碰撞，更希望尽职尽责、为民发声。

全国人大代表

李灵

■代表日记

全国人大代表周崇臣：

建立并完善儿童公共卫生救治体系

■履职故事

本报讯（郑报全媒
体记者 董艳竹 文/图）
昨日上午，出席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驻
豫全国人大代表带着1
亿中原儿女的殷切嘱
托，顺利抵达北京，向大
会报到。

刚落脚，全国人大
代表、河南省儿童医院
院长周崇臣便拿出准备
好的材料，认真阅读。
“接下来的时间，我将以
饱满的精神状态参加大
会，认真履职尽责，传递
河南好声音、讲述河南
好故事。”周崇臣说。

建立儿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长效应急机制
作为一位医疗界代表，两会

期间，周崇臣将继续关注医疗卫
生话题，尤其是儿童的健康。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周崇臣说，我国在公共卫
生事件的处置中，亟须建立与完
善儿童公共卫生救治体系。

周崇臣以河南省儿童医院
为例进行说明：疫情期间，医院
被确立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
点医院，先后收治 5例新冠肺
炎确诊患儿及 19 例疑似患
儿。医院以实际行动保障了区
域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难以
快速有效进入良好的应急救治
状态。患儿病情变化快，专业
护理难度大，院感防护任务重

等，为儿童突发公卫事件的应
急处置也带来更大难度。

对此，周崇臣建议，加快儿
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
强顶层设计，以国家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医学中心为引领，构
建完善的儿童公共卫生应急救
治服务体系。

建立长效应急机制。依托
儿童专科医院建设规范的儿童
感染性疾病科，危重症病例转
诊省级救治，其他病例患儿地
市集中救治，平战结合、医防融
合、协同配合，建立儿童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长效应急机制。

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基础设
施建设、公共卫生防疫人才培养、
应急物资储备、信息化建设等。

精准打赢儿童健康扶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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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催生在线教育新范式
今天，是我来到政协会议驻地的第二天。大会即将开

幕，对今年的会议，我充满了期待。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
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迫使我们思考。譬如，在教育领域，
过去说了很多年的AI（人工智能）技术与线上教育结合，始终
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疫情防控倒逼线上教育快速完善，

“停课不停学”的实现促进了AI技术与在线教育的迅速融合，
教育战线取得重大成果。互联网、人工智能、5G……科学技
术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都在改变着教育。

今后怎么办？这是最近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国家正在
部署的新基建给AI技术和教育的融合提供了绝佳机会。我
想，教育行业、企业也应当乘势而为，加大对人工智能与在
线教育融合的研究与实践力度，推动新时代教育教学的变
革与发展。疫情之下的教育观念变革和AI带来的教育模式
变革，对我国整个教育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对于整个
教育行业来说，如何充分合理地利用AI技术，促进教育教学
质量的提升，还有很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AI如
何科学介入与干预，如何促进学生的自适应学习、深度学
习，如何无障碍地进行互动交流，如何实现更好的教育教学
的监管与数据分析，如何进行更有效的信息管理与分享
等。疫情催生了在线教育教学的新范式。

后疫情时代，我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疫情发
生之前的教与学状态，因为融合了“互联网+”“智能+”技术
的在线教育教学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的重要发展
方向。大中小学校和在线教育企业应协力探索、加快推进
我国“互联网＋教育”的建设进程。

全国政协委员

梁留科

■委员日记

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