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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十一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 

暨医养结合发展论坛的通知（二轮）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健康中

国行动 2021 年工作要点》等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十四五”

期间慢病管理学术交流和知识普及，促进老龄健康事业深入发

展，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慢病管理大会组委会联

合多家机构将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16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共同

举办第十一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暨医养结合发展论坛。为全力

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根据上级相关部门最新意见和要求，

特对本次会议规模进行适当控制，并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了会议

地点，请各位参会代表知晓。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1 年 7 月 14 日～16 日（周三～周五，14 日全天报到） 

二、会议地点 

郑州市嵩山饭店（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 156 号） 

三、会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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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融合∙共赢  助力健康中国行动 

四、组织架构 

（一）指导单位 

中国老龄协会 

（二）主办单位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三）联合主办单位 

中国慢病管理大会组委会 

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办公室 

慢病界 

（四）学术支持单位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 

中华预防医学会  

中国卒中学会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五）承办单位 

欧瑞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六）协办单位 

河南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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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媒体合作 

中国网、新华网、中国日报、人民网、健康报、健康中国

观察、百姓健康频道、中华医学信息导报、中国社区医师杂志、

今日头条、医卫界、医脉通、新浪健康、健康县域传媒、基层

卫生服务平台、HC3i 数字医疗网、艾社康 

五、会议安排 

7 月 15日（星期四）全天主论坛  地点：郑州市嵩山饭店一层天中堂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嘉宾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张宏民  CCTV著名新闻主播 

08:30-09:05 

特别开场 

嘉宾致辞 

刘维林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 

阚全程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领导 

张  晖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一级巡视员 

王陇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名誉会长 

健康策略 

主持人： 孔灵芝  健康中国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 

 

 

主旨发言：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解读 

吴玉韶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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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5-10:35 

主旨发言：推动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发展——后疫情时期的心理

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 

姚宏文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主任 

话  题：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慢病管理 

对话嘉宾： 

徐  玲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书记、副主任 

吴  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主任 

蔡  田  金域医学副总裁 

10:35-10:40 会间活动 

健康城市创建 

主持人：陶茂萱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原副主任 

10:40-12:00 

主旨发言：健康中国背景下的健康城市建设及评价 

吴  敬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 

主旨发言：城市健康指数评估与健康中国建设 

梁万年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 

主旨发言：健康城市与控烟 

廖文科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原巡视员 

12:00 午 餐 

医养结合发展论坛（一） 

《老年健康促进行动（2021-2025年）》项目启动仪式暨医养结合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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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3:50 

启动仪式 

主持人：高国兰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 

1.致  辞：高  和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 

2.第一批项目启动仪式暨颁发项目证书 

13:50-14:30 

专题报告 

主持人：王  谦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

健康司原监察专员 

高  和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 

主旨发言：人口的迁移

流动与区域老龄化差

异——“七人普”数据

的启示 

王  谦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国家

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原监察专员 

主旨发言：《健康中国

行 动 （ 2019 — 2030 

年）》之老年健康促进

行动内容解读 

陈  峥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

年综合评估分会主任委员、北京老年医

院原院长 

数据与观点 

主持人：冯子健  中华预防医学会秘书长 

 

 

 

主旨发言：社区人群脑

卒中防控技术研究 

王文志  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办公

室主任、中国卒中学会会长 

主旨发言：心血管疾病 王增武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防治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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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15 

的社区管理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 

主旨发言：肿瘤的筛查 
陈万青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 

会间休息（10分钟） 

主旨发言：糖尿病的管

理 

贾伟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

医院原院长、国家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

办公室主任 

主旨发言：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的管理 

孙铁英  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教授、大内科主任 

主旨发言：心理健康与

精神卫生管理 

郑  毅  亚洲 ADHD 联盟主席、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原副院长 

慢病管理能力建设 

主持人：吴先萍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16:15-17:30 

主旨发言：从重点慢病大数据看慢病防治的需求 

殷  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死因监测室副主任 

典型案例：贯彻新思想践行新理念，建设新时代健康保障体系—

—三明模式 

詹积富  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典型案例：医共体慢病管理——郏县模式 

张利恒  河南省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典型案例：金域医学助力慢病管理防控能力提升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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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艳  金域医学高级总监 

17:30 晚  餐 

7 月 16日（星期五） 地点：郑州市嵩山饭店三层国际会议中心 

医养结合发展论坛（二） 

《老年健康促进行动（2021-2025年）》项目专题学术报告与专家面对面 

上半场主持人： 

宋仙保  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资格认证处处长 

孙晓红  学会老年医学科建设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 

时 间 报告嘉宾及内容 

08:30-08:55 

健康老龄化人才培训与能力建设 

宋仙保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资格认证

处处长 

08:55-09:20 

医养结合背景下临床老年医学学科建设的创新与挑战 

孙晓红  学会老年医学科建设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老年

医学科主任 

09:20-09:45 

智慧医养的研究与应用进展 

左美云  学会智慧医养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

院副院长/智慧养老研究所所长 

09:45-10:10 

身心健康整合型社会化管理理论探索与实践 

王华丽  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北大精神卫生研究

所临床研究室副主任 

10:10-10:35 

老年口腔医学专业能力建设与实践 

王左敏  口腔保健分会总干事长、副主任委员、北京朝阳医

院口腔科主任 

10:35-10:50 会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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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00 

专家面对面 

主  题：医养结合模式下基层应对人口老龄化专业能力建设

的需求与困境 

主持人：高 和 学会副会长、睡眠科学与技术分会主任委员  

对话嘉宾： 

金秋明   安徽桐城市委副书记（待定） 

张立欣   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医院院长 

范智勇   江苏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齐  伟   江西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林莲娣   安徽桐城美德医院院长 

李功迎   江苏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 

12:00-13:30 午 餐 

下半场主持人： 

陈  彪  学会脑疾病分会主任委员、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首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 

杨宇飞  学会肿瘤康复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西苑医院

肿瘤诊疗部主任 

13:30-13:50 

基于远程医学的帕金森病健康管理模式与实践 

陈  彪  学会脑疾病分会主任委员、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主任、宣武医院教授 

13:50-14:10 

肿瘤康复医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体会 

杨宇飞  学会肿瘤康复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

研究员、西苑医院肿瘤诊疗部主任 

14:10-14:30 

医养结合模式下老年医疗照护与养护人才培养 

谢  红  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

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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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50 
老年睡眠与健康 

高  和  学会副会长、睡眠科学与技术分会主任委员 

14:50-15:10 

老年营养改善研究进展 

付  萍  学会营养食品分会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教授 

15:10-15:30 

老年骨健康 

王  亮  学会骨质疏松分会总干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八医学中心老年医学科主任 

15:30-15:40 会间休息 

15:40-17:00 

专家面对面      

主持人：郭桂芳  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教授 

主  题：专业实践基地建设实践的效果和面临的问题 

对话嘉宾： 

侯战旗  郑州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李  哲  苏州大学广济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 

曹  旸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郑丽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刘玉锦  东北师范大学福祉学院院长  

17:00-17:10 
会议闭幕总结 

高 和 学会副会长、睡眠科学与技术分会主任委员 

7 月 16日（星期五）地点：郑州市嵩山饭店二层大礼堂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模式下的慢病管理论坛 

上半场-政策推动  

主持人：黄二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服务体系研究部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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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报告嘉宾及内容 

09:00-09:30 
国家县域医共体慢病管理政策与规划解读 

待  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基层处 

09:30-10:00 
县域医共体慢病管理模式研究 

张艳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0:00-10:20 会间休息 

10:20-10:55 
推进三高六病一体化管理  做实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 

王南南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 

10:55-11:30 
县域医共体背景下医防融合型慢病患者健康管理新模式 

梅遂章  河南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 

11:30 会议总结 

午 餐 

下半场-经验交流 

主持人：秦江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基层卫生研究室主任 

13:30-14:00 
县乡村三级联动 共同呵护群众健康 

常金艳  安徽阜南县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党组书记、主任 

14:00-14:30 
强保障，优服务，抓落实——全面推进“两慢病”改革 

薛建芳  浙江海盐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14:30-15:00 
构建医防融合发展新机制，探索慢病分色分级管理新模式 

廖  霞  重庆市荣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共卫生科科长 

15:00-15:15 会间休息 

15:15-15:45 

推行紧密医共体建设—智慧化医防融合先行新模式 

贺增琛  山东省阳谷县卫生健康局基妇科科长、山东省基层卫生

协会常务委员 

15:45-16:30 
话题讨论： 

1.如何提升县域医共体慢病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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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域医共体慢病管理如何更好地创新？ 

16:30 会议总结 

7 月 16日（星期五）地点：郑州市嵩山饭店餐东二层会议室 

健康城市建设与健康教育论坛 

主持人：常  春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副主任   

时 间 报告嘉宾及内容 

09:00-09:25 

大数据分析在城市健康评价中的探索与健康促进 

李  栋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高级研究专员、博士、

教授 

09:25-09:50 
强势攻坚，精准突破，全力打造健康中国垦利样板工程 

薛晓燕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副区长 

09:50-10:15 
政府主导 优化服务 推进健康社区建设 

李晓峰  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卫健局副局长 

10:15-10:30 会间休息 

10:30-10:55 
健康中原建设，健康科普先行 

何景阳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 

10:55-11:20 

公立医院慢病科普创新模式的实践 

张国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感染管理与疾控处

主任 

11:20-11：30 会议讨论及总结 

7 月 16日（星期五）地点：郑州市嵩山饭店餐东二层会议室 

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评估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坛 

主持人：刘世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监测与评价组主任 

时 间 报告嘉宾及内容 

13:30-13:55 慢病防控示范区建设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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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祥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13:55-14:20 
信息化支撑的整合型精准化慢性病健康管理 

施  燕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与伤害防治所所长 

14:20-14:45 
从“七大健康”案例谈慢病示范区特色亮点策划思路 

胥  江  中国健康传播大使、成都市青羊区疾控中心主任 

14:45-15:00 会间休息 

15:00-15:25 

以示范区建设为平台，助力慢性病防控工作 

冯石献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所党支部副书记、综合

室主任 

15:25-15:50 
基于新媒体的农村社区慢病团体健康管理 

祝淑珍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所副所长 

15:50-16:15 
社区与医院联合开展戒烟干预的路径与探索 

李星明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16:15-16:20 会议讨论及总结 

六、参会须知 

1.本次会议注册费 1500 元/人，包含会议注册、资料和 14

日晚餐、15-16 日午餐、晚餐。 

2.本次会议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不安排接送站，请参

会代表自行前往。 

3.本次会议授予参会代表国家级继续教育Ⅰ类学分 6 分，

具体安排请会后关注大会官网相关信息。 

4.会议报到时间：7月 14日 14:00-22:00；7月 15日全天。 

七、参会咨询 

大会报名：赵老师  15901170986  010-6444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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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合作：陈老师  13811298268  010-64243004（传

真） 

媒体宣传：秦老师  15652235653 

邮  箱：ncd@ncd.org.cn     官  网：www.ncd.org.cn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9 号长新大厦 810 室   

 

附：1.参会回执表 

2.会场交通图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202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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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21第十一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 

暨医养结合发展论坛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科 室 *手 机 座 机 *邮 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手  机 
 

 座  机 
 

住宿需求 
郑州市嵩山饭店 

普通标准间：330 元间/天   标准双床单住（     ）  标准双床合住（     ） 

商务标准间：350 元间/天   标准双床单住（     ）  标准双床合住（     ） 

豪华标间间：400 元间/天   标准双床单住（     ）  标准双床合住（     ） 

入住日期：2021 年 07 月     日 离店日期：2021 年 07 月     日 

房间数量：（      ）间 

无住宿  自行安排（     ） 

备注：因参会人数较多，请务必在（）内准确勾选所需房间类型，填写房间数量和入店、离店日期。如无特殊要求，将根据会议当

天报到先后顺序安排用房。 

大会汇款信息 

账户名称：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银行账户：0200004209089149910 

银行开户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北街支行 

汇款方式 网上报名支付（   ）      银行汇款（    ）      请用 “√”填写 

温馨提示 

1.本次会议注册费增值税普通发票默认以电子发票形式提供； 

2.如需纸质发票汇款时请备注，提前缴费人员可在会议现场领取。会前一周内汇款和现场缴费的单位及个人，纸

质发票将于会后 1 个月内以挂号信方式寄出； 

3.汇款请备注“慢病大会”字样，通过个人账户汇款请标注需开具发票单位名称。 

学分申请信息 如需学分，请填写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单位、手机号 

注：回执表请发至：ncd@ncd.org.cn     网上报名请登陆 http://ccdmc.ncd.org.cn 

mailto:ncd@ncd.org.cn
http://ccdmc.ncd.org.cn/


15 
 

附：会场交通图 

 

 

1.郑州站-嵩山饭店 

①公交车：西广场出站口乘坐 201 路到伊河路百花里站下车即到； 

②地铁：1 号线（河南工业大学新区方向）至绿城广场站下车，乘公交

车 S112 到伊河路百花里路即到； 

③出租车：约 16 分钟（全程 5 公里）。 

 

2.郑州东站-嵩山饭店 

①地铁：1 号线至绿城广场站 C 口出，步行（沿中原路向西步行 200 米

至嵩山路，向南步行至伊河路，再向西约 300 米路南）或乘坐出租车（约

2 公里）或乘公交车 S112 至伊河路百花里路即到； 

②出租车：约 40 分钟（全程 20 公里，市区较拥堵）。 

 

3.新郑国际机场-嵩山饭店 

①机场巴士：龙源大酒店下车，再乘坐 B11 路至嵩山路伊河路站下车（两

站），向西 300 米路南即到； 

②地铁：2 号线至紫荆山站，换乘 1 号线（河南工业大学新区方向）至

绿城广场站下车，乘公交车 S112 到伊河路百花里路即到； 

③出租车：约 40 分钟（全程 40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