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为何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
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如何推动？成为
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近日，记者邀请
4位代表委员畅谈各自看法。

资源均不均衡怎么衡量？
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医疗技

术上，也体现在医疗服务的公平性、
可及性等方面

“这几年我国多措并举，医疗资源
不均衡现象有明显改善，但优质医疗资
源在各省份、各地市仍不均衡，医疗质
量水平仍参差不齐。”全国人大代表、内
江市副市长张永说，经过三年疫情，群
众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更大了，作出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
衡布局”的部署，是及时必要之举。

全国人大代表、自贡市副市长陈张
铭也有同感。“这一重点工作的部署正
是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的体现，也是推动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他认为，高质量发展
不仅体现在医疗技术上，也体现在医疗
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反应速度、服务

效率和服务价格等方面。
以“可及性”举例，陈张铭介绍，

我国医护人员和医疗床位资源的供需
匹配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北京、上
海和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医护
人员数量明显多于其他省份，而东三
省、陕甘宁等地区人均医护资源偏少；
优质医疗资源仍汇集于经济发达地区，
上海、江苏、浙江拥有的三甲医院数量
占全国总量的1/4，广东三甲医院数量
相当于整个西北地区三甲医院数量的
总和。张永也在多次调研中发现，部分
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水平有待提高，存在
基础设施落后、人才匮乏、发展后劲不
足等问题。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
域均衡布局”的提出，还意味着卫生健
康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人口
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生活方式和疾病
谱（将疾病按其患病率的高低而排列的
顺序）发生变化，需要建立层级预防、规
范管理、分级诊疗的健康管理模式。不
但要将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到有需要的
地方，也需要在工作能力上顺应疾病谱
变化带来的新需求、地方特点带来的个
性需求，还需在工作理念上引导全社会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从供给侧引导需求方获得更好的健康
保障。”陈张铭分析道。

进一步扩容下沉怎么干？
鼓励在有需要的地方多点扩

容、高质量扩容；鼓励公立医院进行
综合改革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
域均衡布局，我国已有大量探索。“在国
家层面，我国设置有13个国家医学中
心，布局建设7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群众身边延
伸，减少跨省份、跨区域就医；在省级层
面，不少医院通过‘一院多区’方式让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在县级层面，多地探
索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省人民医院院长杨
正林说。

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是76个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之一。“四川大学华西
厦门医院去年门诊已开业，今年住院部
将正式开业。”住川全国政协委员、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透露，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还在海南三亚、西藏拉萨建
立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将三个中心纳
入一体化管理，出台鼓励优质专家外派、
同质化管理等激励措施。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不是鼓励单

点扩容，而是鼓励在有需要的地方多点
扩容，是高质量的扩容。”杨正林说。李
为民同时表示，扩容过程中面临对本部
优质医疗资源的稀释、医院运营可持续
发展等挑战。

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在多省紧密布局的同时，我国800多个
县（市、区）试点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对此，陈张铭建议，“区域内”要做
好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
布局，就要鼓励公立医院进行综合改
革，因地制宜推广一批医改的新经验。
杨正林则建议，要继续优化配齐医疗设
备，持续提升基层医疗人员诊疗水平，
探索县、市、省人民医院之间的互联互
通和技术、人员交流。

在支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方面，张
永和陈张铭都认为，要加强人才培养，
积极争创国家级、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和
医疗中心，打造一批市县级临床重点专
科，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张永特别提醒，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过程中，要注意活用“事业留人、感情
留人、待遇留人”方法，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人才来了，不能只考核做多少
台手术、看多少病人，当地也要搭平
台、创条件，支持人才在当地做医疗技
术创新等，给予足够的职业发展空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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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代表委员热议——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注重“量质齐升”

人工智能热潮下求解技术革“新”产业“智”变
——代表委员聚焦AI技术融合发展

近期ChatGPT引发高度关注，与之
相关的人工智能也成为全国两会期间
的热议话题。ChatGPT会带来什么样的
变革？如何进一步加快关键技术创
新？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
代表委员和业内人士纷纷发表见解。

强创新
抓住前沿技术发展“时间窗口”

近期，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
推出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迅速成为
全球科技界关注的焦点，国内企业也宣
布相关业务布局。

“ChatGPT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
它作为一个大模型，有效结合了大数据、
大算力、强算法。”在今年两会第一场“部
长通道”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针对人工
智能等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通过计算是可以把人的自然语言
进行理解并且进行对话，但是要达到实
时效果是不容易的。”王志刚表示，我们
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布局，研究也进
行了很多年，并且有一些成果，但目前
要达到像OpenAI的效果可能还要观
察。

在代表委员们看来，人工智能是数
字技术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以生成
式AI（AIGC）、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知
识驱动AI为代表的新技术释放着行业
新机遇，需要抓住技术发展的“时间窗
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研究员赵晓光表示，ChatGPT属
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我国的一些科研

单位和企业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已经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更广泛的
通用模型方面还需要下力气。“在大模
型训练和模拟人脑的小样本研究工作
中，都需要更紧密地与解决实际问题相
结合，更紧密地跟上用户需求的变化。”

“随着技术的推进，ChatGPT将不
仅仅是一个对话式的机器人，而会是给
各行各业带来颠覆的人工智能助手。”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表示，认知智能大模型有望改变现有的
信息分发获取方式、升级人机交互方
式，增强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赋能作
用。需要重视认知智能大模型研发，加
速跟进和追赶国际前沿水平。

促应用
释放产业升级智“变”动能

技术创新不断突破的同时，人工智
能也不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推动
产业优化升级的新动能。

这从《关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的数据
可见一斑：关键数字技术中人工智能、
物联网、量子信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
居世界首位；智能灌溉、智能温室、精准
施肥等智慧农业新模式得到广泛推广；
智能制造应用规模和水平进入全球领
先行列，累计建成近2000家高水平数
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不过人工智能融合应用的广度和
深度还需进一步挖掘。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安晖认为，

目前一些传统行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改造的需求尚不强烈，应用模式尚
待探索，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需要加强。

从加快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到加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研发和应用推广，再到深入实施智能制
造工程，计划报告提出了加快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的具体举措。

刘庆峰代表说，当前人工智能在功
能、性能和应用场景上迅速发展，要推
进人工智能与垂直行业进一步融合，特
别是在工业、金融、交通、医疗等行业，
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
加快实体经济智能化转型。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比较优
势在于应用场景丰富、数据资源丰富，
可以支持开展成规模的应用创新并实
现快速迭代。”安晖说，人工智能与实体
经济加速融合，可带动智能运营、智能
软件、智能硬件、智能机器人等新产品
发展，泛在化的智能经济发展将现雏
形。需加快以市场需求为牵引，充分挖
掘实体经济需求，积极培育人工智能创
新产品和服务。

优生态
开放协同和安全发展并举

在代表委员和业内人士看来，推动
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创新，需要进一步构
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创新体系，同时
注重对伦理、安全等问题的研究应对。

“在关注技术层面创新的同时，更
要关注技术突破背后所依赖的创新模

式。”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创始人周
鸿祎认为，ChatGPT是基于开源和众包
的开放创新模式，建议建立大型科技企
业+重点科研机构的产研协同创新模
式。支持设立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大
模型的长期开源项目，打造开源众包的
开放创新生态。

中国信通院副总工程师王爱华也
表示，人工智能的高强度计算需求建立
在强大的算力基础上。建议加快人工
智能基础保障能力的提升，在高质量数
据集、开源社区、智能算力等方面加强
布局和供给，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良好
条件。

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也需关注其面
临的安全、伦理问题。今年两会，民进
中央的一份提案指出，ChatGPT再次引
发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领域伦理问题
的担忧。建议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
系，结合各交叉领域特点开展差异化的
伦理规制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奇安信科技集团董
事长齐向东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能极大
提高生产力，但也带来新的安全隐患，
要注重对安全问题的研究和应对，目前
奇安信正基于海量的安全知识和数据，
进一步训练专有的类ChatGPT安全大
模型。

赵晓光委员表示，安全可信是人工
智能健康良性发展的保障，也是国际间
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议题，
需要政府、行业组织、企业等协同发力，
将安全可信的理念融入到人工智能的完
整生命周期中。（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两会热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