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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 30 日向中国颁发
国家消除疟疾认证，称赞中国从 20
世纪 40 年代每年报告约 3000 万疟
疾病例、经过 70 余年不懈努力到如
今完全消除疟疾，是一项了不起的
成就。中国长达 70 年的抗疟之路，
不仅取得了从 3000 万到零病例的瞩
目成绩，也为实现“无疟疾世界”
愿景做出了中国贡献。

>> 抗疟之路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急
性传染病，多由蚊子叮咬传播。世
卫组织网站发布的数据表明，2019
年全球疟疾病例估计为 2.29 亿例，
死亡病例估计为 40.9 万例。作为全
球重大传染病，疟疾一直威胁着人
类的健康，也曾在中国广泛流行。
　　据世卫组织记录，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国卫生部门致力于阻
止疟疾传播，为有患病风险的人提
供预防性抗疟药物，并为患者提供
治疗。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科研团
队发现了青蒿素，由此诞生的基于
青蒿素的复合疗法已成为当今最有
效的抗疟治疗方案。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广泛推
广驱虫蚊帐预防疟疾，远早于世卫
组织推荐使用蚊帐控制疟疾，驱虫
蚊帐的推广使中国部分地区的疟疾
发病率大幅下降。到 1990 年底，中
国疟疾病例数已下降到 11.7 万；从
2003年开始，中国加强了人员配备、
培训、药物使用和蚊虫控制等，进
一步减少了疟疾病例。
　　中国在连续 4年报告本土病例

为零后，2020 年 11 月向世卫组织申
请国家消除疟疾认证，这已符合“疟
疾本地传播链至少连续中断 3年”
的世卫认证标准。

>> 成功关键

　　世卫组织认为，中国能成功消
除疟疾，关键在于为居民提供免费
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使所有人都
能获得并负担得起疟疾诊断和治疗。
有效的多部门合作也是成功的关键
因素。2010 年，中国 13 个政府部门
下发消除疟疾行动计划，旨在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消除疟疾。
　　世卫组织指出，近年来，中国
在消除疟疾行动中严格执行疟疾报
告、调查和处置的“1-3-7”工作模式，
即在发现病人的 1天内诊断并上报
病例、3天内完成病例核实及流行病
学调查、7天内开展疟疾疫点的调查
与处置。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李斌表示，中国建立了全国疟疾
等传染病网络报告系统和疟疾实验
室检测网络，完善了疟疾媒介监测
和疟原虫抗药性监测体系，制定了
“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的工作策略，
探索总结了“1-3-7”工作模式及边
境地区的“3+1 防线”（即检验检疫
防线、联防联控防线、群防群控防
线和境外合作防线）。“1-3-7”工
作模式作为全球消除疟疾工作模式，
正式写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文件向全
球推广应用。

>> 中国贡献

　　中国是多年来西太平洋地区第
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无疟疾认证的国
家。这一地区此前曾获这一认证的
国家有澳大利亚（1981 年）、新加
坡（1982 年）和文莱（1987 年）。
全球范围内目前已有 40 个国家和地
区获得了世卫组织颁发的无疟疾证
书。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
西健也祝贺中国消除疟疾。“中国
为实现这一重要的里程碑所做的不
懈努力表明，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
加强国家卫生系统可以消除一种曾
经是主要公共卫生问题的疾病。中
国的成就使我们离西太平洋地区无
疟疾的愿景又近了一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中国
中医科学院教授、2015 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现的
全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在 20 世纪
80 年代治愈了很多中国病人。世卫
组织推荐将基于青蒿素的复合疗法
作为一线抗疟治疗方案，拯救了数
百万人的生命，使非洲疟疾致死率
下降 66%，5 岁以下儿童患疟疾死亡
率下降 7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30 日在
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今天我们
祝贺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消除了
疟疾。他们的成功来之不易，是经
过几十年有针对性的持续行动才取
得的。中国加入了越来越多国家的
行列，向世界表明无疟疾的未来是
一个可行的目标。”（新华社 执笔
记者：冯玉婧；参与记者：刘曲、
胡雪）

　　近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
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乡村振
兴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意见》（下称《意见》），以切实
做好“十四五”时期农村金融服务工
作，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
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
平。
　　《意见》提出，金融机构要围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对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金融资源倾
斜、强化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融资
保障、建立健全种业发展融资支持体
系、支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增
加对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资金投入、
研究支持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模式、
做好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金融服务等
8个重点领域，加大金融资源投入。
　　关于强化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
融资保障，《意见》要求，全力做好
粮食安全金融服务，围绕高标准农田
建设、春耕备耕、农机装备、粮食流
通收储加工等全产业链制定差异化支
持措施；鼓励有实力有意愿的农业企
业“走出去”，支持培育具有国际竞
争力和定价权的大粮商；继续做好生
猪、棉、油、糖、胶等重要农产品稳
产保供金融服务，促进农产品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针对建立健全种业发展融资支持
体系，《意见》提出，建立重点种业
企业融资监测制度，强化银企对接，
对符合条件的育种基础性研究和重点
育种项目给予中长期信贷支持，加大
对南繁硅谷、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
系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天使投资、
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种子
期、初创期种业企业和农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的资金投入，支持符合条件
的种业企业通过股权、债券市场进行
直接融资。
　　《意见》对原金融精准扶贫产品
和金融支农产品、民生领域贷款产品
等进行整合优化，以小额信用贷款、
产业带动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
款、民生领域贷款、农村资产抵押质
押贷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
保险产品等十类金融产品为重点，充
分发挥信贷、债券、股权、期货、保
险等金融子市场合力，增强政策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意见》还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提
升服务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督促银
行业金融机构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
系、改进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
强化金融科技赋能。同时，《意见》
明确，将通过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推动储蓄国
债下乡、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和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持续完善农村
基础金融服务，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
境，并通过资金支持、财税奖补和风
险分担、考核评价和监管约束等措施，
强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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