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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夏阳街道办事处文件

青夏街〔2020〕19 号

夏阳街道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切实推进健康城区建设，不断促

进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根据《关于做好全国健康促进区项目试

点工作的通知》、《“健康上海 2030”规划纲要》、《上海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精神及《青浦区创建全国健康促

进区实施方案》有关工作要求，夏阳街道积极开展全国健康促进

区创建工作，现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健康青浦战略，加强健

康城区建设社会动员能力，有效控制健康相关危险因素，整体提

升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将创建工作与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巩固国家卫生区、国家慢病示范区等工作有机结合，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整合各方资源，组织开展全民健康促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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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到 2020 年成功创建为环境宜居、

社会和谐、人群健康、富有活力的全国健康促进区。

二、创建目标

1.始终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围绕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的健康问题，将健康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

程。建成较为完善的健康促进网络，基本建立符合实际的健康促

进干预模式和长效机制，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

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构建大健康的社会治理格局。

2.通过健康宣教和引导，辖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上海平

均水平或在原基础上提高 20%以上，成人吸烟率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或在原基础水平上降低 20%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

不低于 32%，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等级的学

生比例不低于 95%。

3.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全国健康促进

区建设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效整合各职能部

门和专业机构的行政资源和技术资源，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健

康城区建设。街道建设健康家庭数不少于 20%，健康示范家庭不

少于 10 户；健康社区、健康村占比不低于 20%；健康促进学校

建设达标率不少于 50%；大中型企业中健康促进企业比例不低于

20%；机关事业单位中健康促进机关比例不低于 50%；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建成健康促进医院。

4.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通过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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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街道辖区内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

面禁止吸烟，健康促进医院、学校、机关和企业全面形成无烟环

境，无烟蒂烟头，有禁烟标识和健康提示。至少建成一条健康步

道、一个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指标达到国家级创

建评价标准。

5.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不断扩大市民

健康自我管理活动的覆盖范围和受益人群。建立一个 A 级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每个村居至少有一个在活动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建立发展慢性病、多发病等社区专病自我管理小组，引导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社会体育指导员主动参与指导小组活动。

探索通过购买服务为小组活动提供支持，打造一批传播健康生活

理念的市民学习团队。推进健康家庭建设，引导家庭成员践行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建立居民健康管理积分奖励制度，激励居民

主动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三、时间安排

（一）准备阶段。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根据《青浦

区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实施方案》及相关会议精神，制定街道创

建工作方案，建立创建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目标

任务。

（二）实施阶段。2020 年 1 月-2020 年 7月，各部门对照各

自工作职责和任务，推进健康促进场所创建、健康支持性环境建

设等工作，并针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和重点人群开展多部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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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健康行动和督导考评，组织实施针对性综合干预措施。

（三）迎评阶段。2020 年 7 月-12 月，对照创建标准组织开

展自查自评，针对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迎接区级督导考评和

效果评价，完善各项迎评准备，接受上级现场考评验收。

四、创建工作内容

（一）建立健全健康促进工作体制机制

1.制定街道创建方案，明确部门职责。服务办牵头成立创建

全国健康促进区工作技术指导组，负责做好技术培训和业务指

导，督查指导各单位、村居推进实施相关工作。

2.建立覆盖街道机关、学校、村居、企事业单位的健康促进

工作网络，健康促进工作网络覆盖率 100%。明确各单位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专（兼）职人员，完善相关工作制度。

3.形成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核心、覆盖所有卫生服务

室（站）和企事业单位的健康教育管理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健康

管理工作方法和途径，落实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任务，充分发挥

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作用，为街道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开展提

供技术支持。

4.加大经费保障支持力度，将健康促进区建设工作经费纳入

街道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并建立动态调整增长机制，做到

专款专用，规范管理。

5.积极探索基层卫生健康资源整合和综合服务模式，加快推

进生命全程健康管理工作、健康积分管理工作及健康教育“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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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单位、进学校”工作。强化专业人员在健康促进工作中的

引领作用，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支持和参与健康

促进工作。

6.加强健康促进创建工作宣传引导，不断扩大宣传覆盖范

围，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多渠道做好健康促进和健康教

育，力争实现辖区全人群的全覆盖。

（二）加强工作能力培训和人员队伍建设

1.采取逐级培训、分批授课、专题讲解等方式提升单位卫生

健康管理人员的能力水平。

2.通过工作会议、专题讲座、研讨会等形式，提高健康促进

网络工作人员对健康促进区理念和策略的认识，各部门从工作实

际出发制定工作措施。

3.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模拟演练等方式，

组织健康教育专业人员参加专业技能培训。

（三）加快健康促进场所和公共环境建设

1.建设健康社区/健康村和健康家庭。围绕乡村振兴工作要

求，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开展健康村试点建设，引导居民树立健

康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推进健身步道、健康

公园、健康楼宇等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组织开展健康社区/健

康村建设，街道健康社区/健康村占比不低于 20%，健康家庭数

量不少于 20%，同时培育 10 个示范健康家庭。

2.建设健康促进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健康促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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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开展健康促进机关建设，建设 50%以上健康促进机关；辖

区内 50%以上学校建成健康促进学校；由街道工会牵头，开展大

中型健康促进企业建设，达到总数的 20%以上。

3.建设无烟环境。积极贯彻落实《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条例》，各控烟监管执法部门全力推进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

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卫生健康机构、学校全面禁烟。

4.深入开展爱国卫生活动，营造生态宜居生活环境。巩固卫

生创建成果，带动城乡人居环境质量的整体提升。结合《上海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推进，深入开

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不断加强生活污水和粪便无害化处

理，组织开展以治脏治乱为重点的专项行动，营造清洁有序、健

康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

（四）广泛开展健康促进重点活动

1.组织开展健康素养促进行动。以提升辖区居民科学健康

观、基本医疗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妇幼健

康素养、中医养生保健素养为重点内容，以重点人群和特殊人群

为主，探索个性化、精准化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积极统筹社会

和行业资源，完善健康文化共建机制，建设载体多样、功能多元

的各类健康科普基地。深入社区开展健康巡讲，发放健康教育传

播材料，组织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把健康城区建设理念融

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宣传动员优势，拓宽宣传

渠道和途径，努力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健康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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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开展卫生日主题活动。结合世界卫生日、世界无烟日、

世界艾滋病日等主题宣传日，组织多部门深入社区和乡村联合开

展健康主题宣传活动，运用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受众宣

传普及健康知识和健康理念，并逐步形成街道的特色和品牌，使

人民群众在活动中收获健康知识、在参与中得到健康技能。

3.积极营造促进健康的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多渠

道全方位宣传健康促进理念，组织做好居民健康相关公共政策、

重大项目、重点工作的政策落实和政策解读，不断提高群众知晓

率和参与度，为健康促进区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组织 2 次

信息员培训，利用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倡导健康促进区理念，

宣传相关公共政策、开展的重点工作以及活动成效等内容。

4.加强目标人群健康支持。加大健康步道、健康主题公园等

场所的建设和投入力度，为居民休闲健身提供场地场所，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达到 32%；加强社区居民健康小组建设，

做好工作指导和政策支持，使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上海平均水

平或在原基础上提高 20%以上；加强学校健康教育，着力培养学

生健康意识，经常开展健康培训、讲座、运动等活动，95%及以

上学生体质符合相关标准。

5.健康环境要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大于 80%，生

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达 100%，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达 100%。全

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于 95%，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大

于 90%。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5%，三类以上公厕比例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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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大于 6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大于

14.6 平方米，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35 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 1.8 平方米。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0%，每千名老

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35 张。城镇失业率控制在 5%以内，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0%。

（五）组织开展项目监测评估督导

1.项目自评。根据上级要求和街道实际，针对组织领导、政

策落实、场所建设、环境改善、活动开展、媒体倡导、居民参与

和满意度等方面组织开展阶段性自评，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

开展督导整改。

2.评估督导。组织开展创建工作的评估评价和督导考核，客

观全面评价建设工作成效，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和不足，做好工作

经验做法的总结提炼和学习交流。

3.评优评先。根据上级督导和评估要求，对健康社区/健康

村、健康家庭以及健康促进企业、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等进行评比、

表彰。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要高度重视全国健康促进区建设，进一步完善健康促进工作

网络，建立部门全面协作、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各部

门职责和任务。各部门要整合目标载体，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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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工作措施，加强指导和检查，稳步有序推进全国健康促进

区建设。

（二）落实政策保障

推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保证各相关政策落实到位。加大对

建设全国健康促进区的投入力度，从人、财、物等方面予以充分

保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全国健康促进区建设项目，拓宽资金渠

道，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三）发动社会参与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全国健康促进区创

建工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发挥各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健康科普

功能，引导社会公众支持、参与创建。扩充健康城区志愿者队伍，

发挥社会组织、群众团体等在健康促进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形成

各方力量有序参与的良好格局。

附件：夏阳街道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部门职责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夏阳街道办事处

2020 年 4 月 3 日

青浦区夏阳街道办事处党政办 2020 年 4 月 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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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夏阳街道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工作部门职责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责任人 时间节点

1 健康促进区建设纳入街道重点工作（工作报告、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党政办 服务办 谈国强 已完成

2 制定健康促进区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部门。 服务办 各成员部门 蒋兰芹 已完成

3 将健康促进区工作纳入街道预算予以支持，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逐年增加。 综发办 服务办 杨晓燕 2020 年底

4 项目补助资金规范管理，专款专用。 服务办 综发办 蒋兰芹 2020 年底

5
设置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配置率达到 1.75 人/10 万

人口。
卫生服务中心 沈雷 2020 年底

6

建立健康促进专业人员队伍。建立以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为核心、覆盖辖区内

社区卫生站、村卫生室、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各村居的健康教育网络，

每单位有负责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专职人员。培训覆盖率达 100%。

卫生服务中心 沈雷 2020 年底

7
建立督导检查、考核评估的工作机制，定期了解工作效果。定期整理工作进

展，总结有效做法和经验，形成工作报告。
服务办 各成员部门 蒋兰芹 2020 年底

8

开展逐级培训，提高健康促进主管部门和专业机构对健康促进区理念、方法

和建设内容的理解，提高建设能力，提高开展二级培训的能力。开展 2 次卫

生健康机构的培训。

各成员部门
各成员部门

负责人
2020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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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过工作会议、专题讲座、研讨会等形式，提高对健康促进区理念和策略的

认识，发挥部门优势，促进居民健康能力提升。
各成员部门

各成员部门

负责人
2020 年底

10
启动健康中国行活动，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主体作用，发挥健康教育专业

机构优势，有效利用大众媒体和新兴媒体，宣传年度健康主题。
服务办 党群办、各村居 蒋兰芹 2020 年底

11
健康教育服务提供形式包括给辖区居民播放健康视频资料、发放健康教育资

料、健康讲座、健康咨询、个体化指导等。
服务办 各成员部门 蒋兰芹 2020 年底

12
全面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服务的质量，服务频次和质量达到国家

要求。提升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项目知晓率。
卫生服务中心 各村居 沈雷 2020 年底

13
全面开展健康促进医院建设，卫生服务中心及社区站室、计生咨询站符合健

康促进医院标准。
卫生服务中心 相关村居 沈雷 2020 年底

14

建立覆盖村居委、医院、学校、机关、企业的健康促进工作网络，每单位有

负责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专（兼）职人员，成立健康促进网络工作人

员队伍和相应工作制度。

服务办 各成员部门 蒋兰芹 2020 年初

15
开展健康社区/健康村建设，20%的居委会、行政村符合健康社区/健康村标

准。
服务办 各村居 蒋兰芹 2020 年底

16
开展健康家庭建设，建设健康家庭数不少于 20%，评选出 10 个示范健康家

庭。
服务办 各村居 蒋兰芹 2020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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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开展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建设至少一条健康步道、一个健康主题公园。 服务办 文体中心、管理办 蒋兰芹 2020 年底

18

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止吸烟，营造促进健康

的公共环境。卫生计生机构和学校全面禁烟。成人吸烟率在 2018 年基础上

降低 20%，或低于 2020 年本市平均水平

各成员部门
各成员部门

负责人
2020 年底

19
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食品安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厕所、绿地等指

标达到健康促进区要求标准。

管理办、生态

办、水务所、

市场所

蔡建彬、李

军、蔡建军、

盛雯

2020 年底

20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35 张。 服务办 蒋兰芹 2020 年底

21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以内。 事务受理中心 徐留华 2020 年底

22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0%。 事务受理中心 徐留华 2020 年底

23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 35 平方米。 房管所 谢明 2020 年底

24 提供锻炼场地和设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2%。 文体中心 蒋红兰 2020 年底

25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8 平方米。 文体中心 蒋红兰 2020 年底

26
全面开展健康促进学校建设。50%以上的学校（包括公立小学、初中、高中、

中职校）达到健康促进学校标准。

服务办

蒋兰芹 2020 年底

27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0%。 蒋兰芹 2020 年底

28 95%以上的学生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等级。 文体中心 蒋兰芹 2020 年底

29 开展健康促进机关建设，50%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符合健康促进机关标准。 党政办 相关单位 谈国强 2020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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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全面开展健康促进企业建设，20%的大中型企业符合健康促进企业标准。 工会 综发办 陈文珍 2020 年底

31
健康促进活动内容覆盖科学健康观念、基本医疗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传

染病防治素养、妇幼健康素养、中医养生保健素养等健康素养促进重点内容。
服务办 党群办、文体中心 蒋兰芹 2020 年底

32 深入社区、学校、机关和企业开展健康巡讲、健康教育传播材料发放等。 服务办 党群办 蒋兰芹 2020 年底

33 公开承诺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宣传告知全国健康促进区建设工作。 服务办 党群办 蒋兰芹 2020 年底

34

组织 2 次信息员培训，利用各类传统媒体和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倡

导健康促进区理念，宣传相关公共政策、开展的重点工作以及活动成效等内

容。

党群办 张俞 2020 年底

35 每年各类媒体宣传健康促进区相关工作至少 10 次，累计达 20 次。 党群办 张俞 2020 年底

36
结合世界卫生日、无烟日、高血压日、糖尿病日等主题宣传日，多部门联合，

深入社区开展健康主题活动,单场活动参与人数不低于 200 人。

服务办

各村居

蒋兰芹

2020 年底

37
鼓励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健康促进区建设活动，定期听取社区居民对健康促进

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各成员单位 2020 年底

38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上海平均水平或在原基础上提高 20%以上 各村居 2020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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