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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人民健康观及对当前疫情防控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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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是人们始终追求的美好愿望，为人民的健康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的方向。习近平人

民健康观是新时代发展我国人民健康事业的行动指南，是时代发展的历史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健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健康的批判吸收和超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

和发展。作为一种科学的健康观，习近平健康观以实现人民的全面健康为价值目标、以全民健康是全面小

康应有之义为现实依据、以党领导下的全体人民为根本依靠力量，把人民健康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民立场、鲜明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

要以习近平人民健康观为指导，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党领导下的共

建共享和联防联控、坚持依法防疫和精准施策相结合、坚持人居环境整治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结合、坚持

疫情防控与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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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View of People’s Health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Curre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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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alth is a beautiful wish that people always pursue，and serving the people’s health is the direc⁃

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Xi Jinping’s concept of people’s health is a guide to action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China’s people’s health in the new era. It is a historical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ideology of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s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health，Xi Jinping’s concept of health regard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eople’s overall health as the value goal，the national health as a comprehensive and well-be⁃
ing well-being as a realistic basis，and the entir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s the fundamental reli⁃
ance on the strength of Career is given priority to development；it has cle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clear peo⁃
ple’s standpoint，clear problem-oriented and clear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should be guided by Xi Jinping’s concept of people’s health，and the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should always be given top priority. Combining precise policies，adher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hu⁃
man settle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adhering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
ics and maintaining a stable and orderly production and life are“two things”.

Keywords：Xi Jinping；People’s Health View；Epidemic Situation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Epidem⁃
ic Prevention

人类对健康的渴求从来都没有停止，每一时代

的人都会对健康有不同的理解、认识和要求。健康

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健康以及如何实现健康的根

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健康观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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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健康观是为人民健康事业发展服务的，是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的行动指南。发展新时代中国

特色的人民健康事业要以习近平健康观为指导，努

力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采取了果断措施，科学有

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习近平人民健康

观中蕴含着一系列先进的思想、理念及丰富智慧，

对于当前正处于关键期的疫情防控具有重要启示。

1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是当前指导我国人民健康

事业发展的根本观点、根本立场，集中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对新时代人民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

理解和运用。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是对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健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健

康观的批评吸收和超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使其得以产生的理论依据。

1. 1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理解一种观念不能

脱离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产

生是基于我国健康事业发展的现实以及人们健康

理念和健康意识的发展，深刻地反映了新时代人们

对健康的新认识和新要求。

中国特色的健康事业进入到了新阶段。改革

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人民

健康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医疗服务体系的不断

完善、全民医保制度的建立、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

推广等，使得人民群众的健康得到了基本保障，疾

病的预防和治疗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高。然而，当

前影响和危害人民健康的现象及问题依然大量存

在，人民健康事业正遭受着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

病谱系变化、生活方式变化等一系列新的挑战，中

国特色的健康事业发展进入到了新阶段。为了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健康需求，如何提升

健康服务的层次及供给总量成为当下需要着力解

决的问题；中国特色的健康事业要由医疗健康为主

向全面健康服务发展的转变，必须要把人民健康摆

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

当前医学模式正经历着深刻变革。“百年来占

主导的生物医学模式应该逐步演变为‘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以恢复心理、社会因素在医学研究

对象中应有的地位。””［1］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必须触

发人们健康观的变化，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人

类对健康的理解与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健康不仅

仅是身心健康，而应当是包括身体、心理、心灵、智

力、行为、道德、环境等健康，即整体健康。与此同

时，医药科学及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对健

康的期望和要求进一步提升，医学研究也从关注个

体健康到开始注重国民整体健康，时代需要一种新

的健康观来反映当下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与体悟，以

此来指导当前医学模式演变背景下的健康事业发

展。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产生顺应了医学模式演

变的时代需要，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的人民健康事业

发展，为推动当前世界医学模式转变提供了中国

方案。

人民对健康的需求已发生了深刻变革。按照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

后，安全和健康的需求就愈发强烈。当前人类对安

全和健康的需求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多样化的健

康需求日益呈现出来。“当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由单

一的疾病治疗模式向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相结合

的模式转变，健康服务业也应运而生。”［2］威胁人类

健康的生态环境污染、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引发了人

们的高度关注，不健康的心理和精神引发的慢性疾

病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伴随着物质生活水

平的显著改善，人们对高水平的健康服务需求也日

益强烈，以健康养生、健康养老、健康旅游等为代表

的健康服务成为当下需求最为旺盛的产业之一。

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是我们党努力奋斗的方

向和目标，人民对健康的新需求是习近平健康观产

生的内在前提和基础。

1. 2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理论基础

任何观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观念的东西不

外乎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

质的东西而已。”［3］科学的观念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实

践和理论基础之上，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是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健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解决人民健康问题上的创

造性运用。

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健康思想及

中国传统的健康思想。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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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导师，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健康问题。对工人阶

级生命健康高度关注是马克思人民健康观的突出

特色，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是浪

费神经和大脑。……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直接

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4］与马克

思并肩战斗的恩格斯也十分重视工人的健康问题，

着重强调了工人健康对提高生产的作用。列宁同

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健康

事业的发展，强调预防疾病对于人民健康的重要

性。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健康事业是人民的事业，

要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促进人民的健康。邓

小平同志强调健康工作要与社会主义建设相协调

发展，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

务。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人民的健康教育，要着力

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胡锦涛同志强

调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提出了“人人享有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中国传统健康观为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产生

提供了丰富思想养料。“中国传统健康理念根植于

传统文化，汲取儒、释、道、杂各家健康观念的精华，

形成了独特并有丰富内涵的健康观。”［5］中国传统健

康观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存在局限性的同时，

也有一些积极思想值得借鉴和发展。中国传统健

康观在关注人的形体、心理、精神健康的同时，也十

分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突出强调健康是人与自然

及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即整体的健康理念；另外，

中国传统健康观十分重视疾病预防的重要性，预防

疾病重于治疗疾病，等。习近平人民健康观吸收了

中国传统健康观中的积极思想和先进理念，实现了

对传统健康观的超越和发展。

理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人民健康事

业的新变化，适应人民健康的新需求、新要求、新期

盼，通过借鉴、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健康思

想及中国传统健康观中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理念，最

终形成了具体时代特色的人民健康观。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最根本

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

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的健康关乎历史的进步与发

展，实现人民的健康是任何社会追求的核心价值目

标之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必

须要在每一阶段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和

发展的规律，人的健康程度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生活习惯、医疗服

务等都是影响人民健康的重要因素，实现国民健康

必须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着手，当前应着力实施

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人民的健康与经济社会发

展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把人民健康摆在优先发展

的地位，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另

外，要理解和把握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深刻内涵，

必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个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内容及特征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是由一系列先进的思想、理

念、观点构成的整体，它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什

么样的健康事业以及如何发展人民建设事业的问

题，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指导思想。

2. 1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内容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内涵丰富深刻，意蕴深远。

从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事关人

民健康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简而言之，发展人

民健康事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

水平，使人民群众的身心、道德、心灵、智力等健康

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人民健康事

关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发展人民健康事业要靠党领

导下的全体人民。

价值目标：追求人民的全面健康。人类对自身

健康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生物学

意义上的健康是人类长期以来重视和追求的，但这

绝不是人类对健康的全部渴求。“健康不仅是身体

的强健，更是生理和心理以及整体社会福祉的完美

状态。”［6］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是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首要根本准则，也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应对危机和灾难的第一原则。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健康的前提和基础，但光

有强健的体魄而没有心理、道德等方面的健康，人

很难有幸福快乐。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人是要有

一点精神的，良好的精神状态，能极大地激发人的

智慧和潜能，产生巨大的力量，从而克难制胜，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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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7］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要维护好发展

好人的全面健康，人民健康观是以实现人民群众的

全面健康为出发点和逻辑点。

现实依据：全民健康是全面小康的应有之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8］人民群众的健

康水平是衡量全面小康社会是否建成的关键指标，

健康乃是民生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改善民生必须要

把人民群众的健康放在突出位置。人民群众是否

拥有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道德素养，这不仅事关全

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同时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福

祉。习近平同志格外重视困难群众的健康问题，针

对基本医疗服务存在的“短板”及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等现实问题，提出了健康扶贫的重要思想，并将

其纳入到全面脱贫战役中去。“人民身体健康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

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9］全面小康社会是人民群

众健康发展的社会，同时又是人民群众健康水准达

到一定阶段的鲜明标志。

依靠力量：人民健康的实现最终要依赖于人

民。人的健康程度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健

康的生活习惯、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良好的生态

环境等都是人健康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人民群

众是实现自我健康的第一负责人，是良好社会环境

的创造者、是美丽中国的建设者、是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的主力军和受益者；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

提升、健康知识的获得、保健理念的更新，都需要其

自觉与自醒。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全民健身活动，

并把全面健身看作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

的基础和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不能没有人

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人民健康的实现最终要依赖于

人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全面健康的程度和水平，

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之一，要完成这一历史任

务必须依赖于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

发挥。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习近平同

志指出：“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打响

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10］这场抗击疫情的“人民

战争”最终取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

战略定位：人民健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大局。

重视和优先发展人民健康事业是我们党的一贯作

风，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党

履行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使命的重要体现。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

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11］人民群众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条件，习近平同志将“健康中国”建设纳入到党和

国家事业的整体战略布局中，把“中国梦”与“健康

梦”有机统一起来；以“健康中国”建设助推“中国

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人民群众

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既是发展社会

主义的手段也是目的，把为民健康服务理念要融入

到所有政策，当前要着力通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生态环境建设、食品安全保障等方面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的健康权益。

2. 2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特征

作为一种科学的、先进的健康观，习近平人民

健康观具有鲜明特色，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鲜明的时代特色。提出和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是时代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与我国健康服务

供给总体不足、层次不高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习

近平人民健康观是时代的产物，系统地回答了新时

代如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如何发展人民健康服务

事业等问题。当前，人民对健康的需求已由简单的

身体健康转向身心、道德、社会适应等全面健康；习

近平人民健康观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色，顺应了当

前人们的健康需求和健康理念，以人的全面健康为

逻辑点，着眼于当下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的卫生医疗

服务、生活方式、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关键行

业和重点领域，为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提升人民健康

水平指明了方向、给出了答案；同时也给当今世界

解决人的健康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鲜明的人民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是我

们党始终不变的奋斗目标，人的健康乃是美好生活

的重中之重，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

健康的迫切需求是我们党努力的奋斗方向。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健康优先发展的原则下，习近

平同志立足于我国健康事业发展的现状，就如何维

护和增进人民健康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

平人民健康观把发展人民健康事业置于现代化建

设的总体布局之中，坚持“人民健康本身就是发展

的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12］这一原则，以推

—— 4



中国医学伦理学
Chinese Medical Ethics

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为契机，从国家战略层面

来破解制约和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的深层次问题，为

当前大幅度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

指明了方向；人民健康事业最终要依靠党领导下的

全体人民，人民立场是习近平健康观最鲜明的

特色。

鲜明的问题导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群众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对安全和健康

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当前我国健康服务供给总体

不足且层次不高，已难以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康需求。人民群众在享受着物质财富快速增长

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影响人民健康的新因素及新问

题不断产生，如何解决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生态环境恶

化、食品安全问题、重大自然灾难及传染病疫情严

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再加之

当前我医疗卫生服务不均、健康服务产业发展滞

后、社会压力日益增加等问题的存在，人民健康正

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威胁和挑战。习近平同志坚持

问题，立足于影响和困扰人民健康的现实问题，为

“健康中国”建设出谋划策，为我国人民健康事业发

展提供了富有智慧的方案。

鲜明的实践特色。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是党在

领导人民推进我国健康事业发展、维护和改善国民

健康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它是当前推动我国健康事

业发展的行动指南，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

的遵循。就人民健康观的内容而言，它包含着明确

的实践目标、实践主体、实践方案；具体来说，通过

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

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等实践活动，旨在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健康需求；维护人民健康是党

和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升国民健康水平最终要

靠党领导下的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来实现；人民健康

观以先进健康理念来引导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实践

活动，将人民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并以“健康中国”

战略的推进作为生动实践。当前，只有将习近平人

民健康观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实践中去，才能不断推动我国健康事业的发

展，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能够不断地提高。

3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对当前疫情防控的启示

新型冠状病毒以其较强的传染性、危害性、隐

匿性等特点，给我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和损害；打赢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狙击战”必须要坚持科学健康观的指

导。习近平人民健康观包含着一系列科学的思想

和先进理念，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治有着

重要启示。

3. 1 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灾难和危机的一贯做法和

首要原则。生命重于泰山，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

康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社会主义社会要比其他

任何社会更加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无论是革命战争年

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没有做

任何践踏和轻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

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之所

以能够战胜一系列突如其来的疫情和自然灾害，其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只有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才能赢得民心、才能凝聚人心、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自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一再

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疫情就是命令，要动员各种力量投入到救治患

者上。事实一再表明，疫情防控唯有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放在第一位，才能赢得人民的支

持、帮助和理解，这才是战胜疫情的根本之所在。

3. 2 坚持党领导下的共建共享和联防联控

建国以来防疫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在党的

领下实现的，党的领导是疫情防控取得胜利的根本

保障。中国共产党所取得一切成就和胜利，都与人

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分不开。我国健康事业从来

都是人民的事业，人民健康事业最终要靠人民；疫

情防治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的

参与度和配合度；面对疫情时，没有任何人可以“独

善其身”，“共建共享”意味着人民群众要共担防疫

的责任及后果。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习近

平同志再次明确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13］共建共享不能没有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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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只有在党的领下才能确保共建共享“不变色”。

疫情防控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人

民群众的共建共享和联防联控同样重要。党领导

下的联防联控是有效应对疫情的一条成功经验，共

建共享和联防联控措施的落实最终要依靠人民群

众。习近平同志针对疫情，明确要求“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

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14］

3. 3 坚持依法防疫和精准施策相结合

每个政府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公民依法享有

的健康权不受任何非法侵犯，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是公民参加一切社会活动的重要保证。依法保护

公民的健康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和

内容。依法防疫与依法保障公民健康权不受侵犯

是直接统一的，习近平同志指出：“疫情防控正处于

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

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

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顺利开展。”［15］法律是疫情防控的一把“利器”，坚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疫情防控的同时，要

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展开精准施策；依法防疫是精

准施策的保证，精神施策需要法制来保驾护航；依

法防疫更强调强制性，精准施策更强调灵活性，两

者互为补充。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疫情防控

坚持全国“一盘棋”；在科学判断疫情发展形势的基

础上，各地区根据疫情精准施策，有力地遏制了疫

情的进一步蔓延。全国“一盘棋”和精准施策体现

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当前疫情防控必须坚持的

两大“抓手”。

3. 4 坚持人居环境整治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

结合

习近平健康观着眼于人的全面健康，人的全面

健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人居环境和社

会公共卫生体系对人民群众的健康至关重要，人居

环境作为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屏障，对

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带有普遍性和基础性；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直接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其建设好坏直接反映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的高低。整治人居环境是筑牢疫情防控“安全

线”的有效手段，“一个健康的人居环境，既要能够

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人类免疫能力，维持人

与病毒之间的平衡，也要具有抵抗病毒和疾病的防

线。”［16］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是疫情防控最直接、最根

本的办法；坚持人居环境整治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相结合，是当前和今后疫情防控必须长期坚持的原

则之一。面对此次疫情防控暴露出的短板，习近平

同志指出：“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17］人居环境整治和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在着力补齐乡村公共卫生服务短板的同时，

要在全国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努力打造“环境

优美、心情舒畅”的健康人居环境。

3. 5 坚持疫情防控与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两

不误”

人的健康总是具体的、现实的，任何人的健康

都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经济要发展，健

康要上去。”［18］全民健康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

础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全民健康创造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势必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

成一定的影响。“既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又

要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奋力实

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

面前的重大任务。”［19］习近平同志指出，疫情防控越

到最吃紧的关键阶段，越要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

序，越要把工作落实落细。只有保持生产生活平稳

有序，才能让老百姓更加安心、更加放心地做好居

家防护，才能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阻

击战创造物质条件。要做到疫情防控和保持生产

生活平稳有序“两不误”，关键在于落实好习近平同

志针对目标形势所提出“六稳”工作要求，要抓住重

点、统筹兼顾，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的“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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