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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普及健康知识，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根据《“十四五”国民健

康规划》中“深入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普及，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的要求，

将全民身体健康放在工作首位，不断提高群众健康意识，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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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普及是助力全面健

康素养提升的有利手段。通过健康

知识普及，居民更加深刻认识到自

身肩负的健康责任，成为守卫自身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卫健委、卫

健局、医疗机构等多方力量协同，

政府牵头主导下，制定全民健康素

养中长期规划，支持各部门、各机

构的健康教育工作。结合不同年龄

段人群的身体发展水平，有针对性

普及健康知识，让健康知识走进社

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在多种

形式健康知识普及过程中提高普及

深度与广度，满足群众的健康知识

了解需求。

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加大财政投入，重点支

持基层健康教育工作，完善健康教

育基础设施。在卫生行政部门配合

下定期开展健康知识巡讲宣传活

动。由健康专家、医学工作者等组

成的健康知识宣传工作小组深入社

区、学校、企业等开展慢性病防

治、传染病防治、艾滋病防治等健

康教育知识讲座。结合“世界爱眼

日”“爱国卫生月宣传”等活动，

到街道、社区等举办形式多样的健

康促进活动。利用社区宣传栏、文

化活动中心等阵地普及健康知识。

组织健康讲座、义诊咨询等活动，

提高居民参与度。

互联网技术融入

在“互联网+”背景下，互联

网与医学领域深入融合，让健康知

识科普更加迅速。在多方力量协同

下，“健康知识进万家”数字化教

育宣传手段得到推广，利用新媒

体、数字技术等拓宽健康知识传播

渠道，以公众更容易接触和接受的

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知识普及

工作。比如联合人民日报客户端发

起安全用药科普行动，联合新浪微

博发布全民健康科普行动，充分发

挥头部媒体力量，帮助群众高效、

便捷获取有质量的健康知识。主流

媒体开设健康专栏节目，邀请权威

专家解读健康热点问题。利用新

闻、报纸、广播等多种渠道传播健

康知识，扩大健康教育的覆盖面。

健康场所落实

健康场所涵盖医院、社区、

家庭等，与群众生活紧密交织。在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工作中，医疗卫

生机构承担主体责任，将健康教育

融入医疗服务全过程，通过设立科

室、配备专职人员提供健康指导，

开展个性化教育，在治病救人同时

科普健康知识，还培养精英骨干以

通俗方式发布科普内容；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发挥“网底”作用，针

对重点人群开展活动提高服务可及

性。同时，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分阶段、

有针对性开设课程，开发适合不同

年龄段的教材，实现从学校向家庭

延伸。此外，企事业单位重视员工

健康管理，将健康促进纳入企业文

化，定期组织讲座和体检，创建健

康工作场所，高危行业企业尤其要

加强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提升员

工自我保护意识。

有效环境构建

环境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力

量。在停车场、办公室、商场等公

共空间，张贴“禁止吸烟”等标

志，积极营造无烟环境，减少二手

烟危害。同时，在公共场所的醒目

位置放置健康文化宣传牌，向公众

普及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

酒、心理平衡等健康文化知识。这

些宣传牌如同无声的导师，引导公

众关注自身健康。让每个人都能成

为健康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和践行

者，从自身做起，人人维护健康环

境，将健康理念真正融入日常行为

之中，共同拥抱健康生活。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政府主导、多部门协

作、全社会参与。在携手深化健康

知识普及工作中，还需要不断调整

工作方式，完善健康教育长效机

制，实现健康素养水平的持续提

升，为健康中国建设奠定坚实基

础。相信在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

推动健康知识普及，让健康素养的

阳光普照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

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一定会

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