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宣传函〔2024〕1376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全民健康素养
提升三年行动（2024—2027 年）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省疾控中心，委

直属各单位，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

医院，省中医药科学院：

为全面系统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进一步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等印发了《关于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2024—

2027 年）的通知》（国卫办宣传发〔2024〕13 号，见附件），

请各地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

一、加强健康知识普及，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各地各单位要围绕《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2024 年版）》，结合每年 6 月健康素养宣传月及各类卫生健康

日，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行动。要加强上下级和多部门联动，

针对不同人群存在的健康问题及健康影响因素开展有针对性的

健康宣传与干预，扩大健康科普服务覆盖面，力争 2024—2027

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年均提升 2 个百分点，全省公民中医药

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提升。

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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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健康科普作品开发，扩大健康传播影响力

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开发制作系列科学权

威、适合不同人群的优质健康科普视频、图文等作品，打造各类

健康科普品牌。同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和新媒体等形式，

全方位、多渠道广泛传播权威健康科普作品，扩大健康科普信息

的影响力。

三、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落实绩效考核机制

各地各单位要加强健康教育与健康科普队伍建设，挖掘优秀

科普人才，组建健康科普团队。要落实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工作

激励政策，激发创新活力，让更多医疗卫生人员享受到绩效考核、

课题申报、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制度保障，激发投身健康教育

和健康科普的工作热情。

附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等关于开展全民健康素

养提升三年行动(2024—2027 年)的通知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7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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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综合司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

关于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
（2024-2027 年）的通知

国卫办宣传发﹝2024﹞1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

医药局、疾控局：

为全面系统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进一步推动卫生健康工

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决定联合开展“全民健

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现将《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

方案（2024—2027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确

保取得实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

2024 年 5 月 29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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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健康素养促进工作，明确提出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

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开展健康知

识普及行动，取得明显成效。监测显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23 年达到 29.70%。

为进一步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转变，推动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

觉，更加全面系统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教育引导居民个人真

正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宣传推广《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为主线，推动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

进机关，引导公众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更好地重视健

康、维护健康、享受健康。主要目标如下：

——优质健康科普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健康科普服务的

覆盖面、触达率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

——健康科普信息传播环境更加清朗，权威健康科普作

品全方位、多渠道推送，虚假错误信息得到坚决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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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

卫生人员投身健康教育的专业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增

强；

——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参与更加广泛，社会力量和人民

群众参与健康教育的机会和平台进一步拓展；

——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2024—2027 年平

均每年提升 2 个百分点左右，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水平持续提升。

二、主要措施

（一）加大优质健康科普产品供给。

1.发布一批优质健康科普作品。遴选汇集医疗卫生机构

优质健康科普资源，建立国家健康科普资源库矩阵。围绕婴

幼儿、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孕产妇及职业人群等重点人群，

聚焦近视防控、心理健康、合理膳食、科学运动、传染病防

控、“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简称“三减三健”）、健康孕育等重点主题，不断创新健

康科普的理念、视角、模式，向社会发布一批科学权威、通

俗易懂的健康科普作品。针对重要热点问题反复讲、持续说，

不断强化公众意识。

2.出版一套健康科普系列丛书。做好“健康中国 你我

同行”等系列健康科普丛书编辑出版工作，覆盖老年、儿童、

妇女等重点人群和呼吸系统疾病、感染性疾病、癌症、合理

膳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向人民群众供给更多权威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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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科普图书。各地结合实际，自行编辑出版或者用好健康科

普丛书。

3.办好一场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每年举办大

赛活动，支持创作更多具有科学性、政策性、传播性的作品。

发动全国各省份组织当地健康科普作品征集比赛，鼓励更多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参与到健康科普作品创作中

来。

4.推出一系列中医药科普活动和产品。持续举办中医药

健康文化知识大赛、“千名医师讲中医”、悦读中医等品牌

活动，支持推出“灸童”“河洛”等多个系列科普漫画、短

视频、文创产品等，鼓励中医药系统各单位在新媒体平台开

设中医药科普专栏，经常性推送贴近群众生产生活的中医药

养生保健等科普内容，不断提升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

平。

5.打造一批疾控科普传播品牌和精品活动。办好中国健

康科普大赛，通过传播技能大赛提升专业人员制作科普作品

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拓展覆盖面和参与人群，不断扩大传播

力、影响力。结合传染病高发季节时间特点、重大传染病防

治主题日宣传活动等，开展形式丰富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

将传染病防控健康科普常态化、机制化。建设完善疾控健康

科普资源库及专家库，进一步拓宽公众获取健康科普知识渠

道，完善传染病疫情监测和应急科普发布联动机制，助力维

护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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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健康科普信息发布与传播。

1.落实一个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强化多部门

联动，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和新媒体等方式，广泛传播优

质权威健康科普作品。梳理一批健康谣言和虚假错误信息样

本，加大对互联网不良健康科普信息的监测和处置力度，对

于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的不良信息，及时处置辟谣，并依

法追究传播者责任，净化健康科普网络环境。

2.推广一个健康科普小程序。联合中国计生协会在原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在中西部地区拓展“健康知识进万家”项

目，利用小程序，依托计生协组织网络和会员组织服务体系，

发挥计生协深入社区和家庭的工作优势，以家庭健康指导员

为媒介，“点对点”地将优质健康科普作品推送给更多人群。

（三）加强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1.建强一个健康科普专家库。发布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

成员名单（2024 版），对入库专家实行培训和动态管理。推

动国家和省级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积极开展科普活动，通过

现场讲座、媒体采访、视频直播、撰写审核作品等多种方式，

提升健康科普作品质量。

2.用好一个健康教育绩效考核机制。指导多地用好用足

现有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工作激励政策，让更多医疗卫生

人员享受到绩效考核、课题申报、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制

度保障，更愿意投身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

（四）加强社会倡导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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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一批健康县区。继续推进健康县区建设，坚持政

府、社会、个人共建共享，改善各类健康影响因素。建立健

康促进工作机制，制定健康公共政策，建设健康促进场所，

营造健康文化，改善健康环境，培育健康人群。

2.打造一批健康促进医院。以健康促进医院建设为抓

手，推动实现从以医疗卫生部门为主向以多部门多层次参与

转变，从以个人为主向以个人和社区共同参与转变，从以疾

病治疗为主向以预防为主转变。通过医院全体员工的参与，

有效配置资源，开展有组织的行动，优化医院环境，出台有

利于医患的政策，激发医护人员发挥最佳效能，将健康促进

和健康教育有效融入疾病防治日常工作各环节。

3.发起一个健康素养宣传月。将每年 6 月份作为健康素

养宣传月，推动行业协会、学会向全系统、全社会发出倡议，

组织策划开展健康相关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办好全国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大会，不断提升宣传活动影响力，掀起健康素

养宣传推广的热潮。利用现有法定节日、传统文化节日、卫

生健康主题纪念日等做好健康素养宣传。

4.组织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国家和各省份联动，定期

组织“时代楷模”“最美医生”“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月度人物和各级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等先进典型代表、权威

专家，赴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地区等开展“名医

走基层—志愿服务行”活动，通过现场义诊、健康咨询、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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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讲座等，将健康知识和健康服务送到村（居）社区和群众

身边。

5.开展一场“我家的健康故事”征文活动。每年面向全

社会征集健康故事，让广大群众讲好自己身边传承健康家

风、树立健康理念、养成健康行为、提升家庭及成员个人健

康素养等方面的故事，积极总结推广优秀故事中所反映的促

进家庭健康的经验做法。

6.举办一期健康知识网络竞赛。联合有关部门和社会力

量，借助互联网平台，每年举办一期健康知识竞赛，号召广

大网民积极参与，学习知识，享受快乐，收获健康。

三、组织实施

一是加强协作。争取多部门支持，用好卫生、宣传等部

门协作机制，强化卫生健康系统上下联动，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落实好各项任务。二是务求实效。各级卫生健康部

门结合当地实际，推进工作形式、方法创新，不断增强针对

性和实效性，坚持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落脚

点，不强制摊派任务，不搞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

办出特色，办出成效。三是总结交流。在行动实施过程中，

深入挖掘各地各部门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的鲜活经验，

对典型案例进行交流推广。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和网络新

媒体，广泛宣传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的好举措好做法，在全社

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抄送：省疾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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