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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向阳：“社会资本办医办法”年内出台
“北京市区域卫生规划”也将在今年出台，原则是优质医疗资源向郊区转移

本报讯 （记者仲玉维
薛珺）政协委员将 287 条中
小学生的建议带上了北京
两会。昨晚，五六个政协
委员挑选出孩子们具有可
行性的建议，争着要将这
些建议写成提案，帮助孩子
实现想法。

教学楼男生小便池节
水方案、驾驶员急救培训和
车载急救包配备的调查研
究……中小学生们的建议
甚是踊跃。

市政协常委、北京教
育科学研究院少科办主任

张毅带说，这些建议都是
她在两会前，组织的“雏鹰
建言”活动收集来的，共收
到 315 名中小学生的 287
条建言。

11 岁小学生张及晨的
《关于开展驾驶员急救培训
和配备车载急救包的建议》
让人印象深刻。

政协委员李萍将张及
晨的建议写成提案，把孩子
的名字写进提案中，在有市
领导出席的会议上，她连续
10 次举高手臂，一直想替
学生说说这事，未果。

调查“车载急救包”
小学生建言两会

调查历时仨月，写出1.6万字报告；
287条中小学生建议被带上两会

新京报：你这建议的调
查比研究生论文都详尽，花
多久写的？怎么会想到这
建议？

张及晨：去年暑假完成
的，用了 3 个月，老师留的
作业。我爸妈从来不让我
坐副驾驶，我常在媒体上看
到重大车祸，所以想做个车
载急救包的调查。

新京报：调查是你独立
完成的吗？

张及晨：大部分是我
自己设计的。爸妈、沈耘
老师帮我找 4S 店、一些统
计数据，还指导了论文的
格式。

我自己去了海淀交通
支队、学院路汽车检测场、
西直门交通枢纽、上海通用
4S 店等地，给那些开车的
叔叔阿姨们发问卷。

新京报：一共调查了多
少人？结果如何？

张及晨：实地调查了
40 人。通过学校发问卷网

上回收 500 多份，纸质问卷
1500多份。92.5%的人希望
汽车生产商提供车载急救
包，45%同意验车时强制配
备急救包。

新京报：从调查中你得
出什么结论？你的建议能
实现吗？

张及晨：很多发达国
家，几乎每个家庭、每辆汽
车都配备了专业急救包，
有的还立法规定，每辆汽
车出厂必须强制配备急救
包 。 中 国 汽 车 产 销 量 世
界第一，汽车保有量 7000
万辆。每 2 分钟发生一起
车祸，1 人死亡。但中国法
律没规定车辆必须配备急
救包。

我的建议能实现，但需
要政府出台政策配合。包
括强制要求汽车生产商把
车载急救包作为必须配置，
出租车、公交车等强制配备
车载急救包。

本报记者 仲玉维

■ 对话

普及车载急救包
我的建议能实现

本报讯 （记者王姝 赵亢）
2009年北京医改时的配套文
件——“社会资本办医管理
办法”，将在本年内出台，社
会资本医院在税收等方面，
将与公立医院同待遇，享受
相同的政府政策。前日，市
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社会管
理专题座谈会上，副市长丁
向阳透露了上述消息。

早在三年前医改时，“社

会资本办医”就有出台计划，
但一直没有正式发布。丁向
阳表示，“社会资本办医”相
关规划以及管理办法现已调
研成熟，“今年肯定公布”。
他表示，另一备受关注的医
疗文件——“北京市区域卫
生规划”也将在今年出台，

“总的原则是优质医疗资源
向郊区转移”。

丁向阳说，医改两年来，

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有所缓
解，看得起的病，解决途径是
医保，目前北京 70%医疗费
用医保报销，所以“看病贵”
问题得到阶段性基本解决；
而“看病难”问题，症结在于

“社区医院看不了病”，社区
医院缺乏好医生。最近两
年 ，通 过 社 区 医 生“ 吃 皇
粮”、吸引优秀退休医生和
外地好医生进社区，“全市

社区医院已承担了 40%的就
医需求”。

丁向阳认为，京城医疗
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
提高整体护理能力，“成立
医管局，就是解决这个问
题，打造医疗、康复、社区护
理三级管理体系。康复体
系中的康复医院，三星以下
宾馆都可以办，正在考虑这
方面问题”。

18日起买猪肉可查屠宰源
北京启动“放心肉”服务体系；激光码将逐渐淘汰蓝印

张及晨，11 岁，中关村二小 6 年级学生，
五年级下学期，他完成车载急救包的调查报
告。数据、列表、照片、调查日记，1.6万多字。

本报讯 （记者郭超）
昨天的市政协十一届五次
会议小组讨论会上，闫小
彦表示，北京的家电以旧
换新政策，很好的拉动了
这块消费。该政策目前暂
停，至于是否会继续执行，
闫小彦表示，还要等全国
两会以后决定。

闫小彦说，预计扶持政
策不变，但扶持的产业会有
调整，按照北京主推的绿色
产业，可能向这方面倾斜。
比如加大对二手车在北京
交易的补贴，或者加大对新
能源汽车的购买补贴。

■ 发布

今年消费扶持
拟倾向二手车

本报讯 （记者郭超）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两会”
上了解到，北京市本月 18
日开始启动“放心肉”服务
体系，市民在超市买猪肉，
通过一个条形码，甚至可以
查询到这块肉是在什么地
方屠宰的、谁屠宰的。

82门店试点追溯系统

昨天，北京市商务委副
主任闫小彦参加了市政协
十一届五次会议小组讨论，
委员就北京市食品供应和
安全问题向闫小彦提问。
北京市如何加强生猪食品
安全保障？闫小彦透露，根
据国务院要求，北京经过两
年试点，从本月 18 日起，在
两大超市 82 个门店试点这
套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以前只能追溯到批发

环节，再往前的屠宰就无
法监控了。”闫小彦说，现
在的这套系统，运用先进
的物联网技术，追踪从屠
宰 到 批 发 到 零 售 的 全 过
程。生猪屠宰时会通过视
频监控到车间情况，包括
这头生猪是哪个班组进行
的宰杀，宰杀以后，在白条
皮上灼刻激光码。“这个激
光码是最先进的，不容易
擦掉也不容易伪造，我们
将 用 这 个 替 代 传 统 的 蓝
印。”他介绍，此后北京将
逐步淘汰以前生猪屠宰使
用的蓝印合格标志。

全程定位运输情况

该系统还能全程监控
物流过程，通过互联网，定
位物流车辆的运输情况，保
证全程冷链。在进入卖场

前，每一扇生猪肉都要经过
门口的 IC 卡读卡器，由此
记录到销售单位的系统中。

“市民在市场买了一块
肉，过秤时就会同步打印一
个条形码，市场有专门的查
询机，市民去扫码就能看到
生猪流通全程。”据了解，目
前，试点零售终端有两家，
家乐福 18 个门店，海淀超
市发约 64 个门店。 18 日
以后，市民就可以到这些
门店，尝试追溯“放心肉”的
来源。“精细到你可以知道
这头生猪是几点屠宰的，谁
屠宰的。”

闫小彦表示，市商务委
将在今年或明年，实现放
心肉的体系和工程在全市
覆盖，“屠宰企业 14 家，9
大批发市场、市里 4 千多
家超市的卖肉柜台，将来
全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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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全程业务管理、低信息化成本。

政府 逐头精确追溯、明确责任主体。

商户 便捷自助服务、安全电子结算。

消费 放心便民服务、优化物流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