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19-2020 年度国家级健康促进县（区） 

典型经验 
 

序

号 
省（区、市） 市（州、地区、盟） 县（区、市） 

1 

北京市 - 朝阳区 

典型经验：（1）党建引领，区委书记、区长任领导小组组长，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2）每个街乡配置 1 名卫生健康专员，村

居公共卫生委员会全覆盖。（3）持续推进健康支持性环境建

设，市、区级健促医院、健促学校创建覆盖率均为 100%。（4）

推行“互联网+”健康教育管理模式，推出建设宣传“三件

套”。（5）实施五位一体综合防控策略，中小学生近视率开始

下降。（6）健体融合，绘制健身电子地图。（7）三部门联合

启动职业人群慢病干预管理项目。（8）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

条例》，严格控烟。（9）线上线下健康科普场馆。 

 

2 

上海市 - 杨浦区 

典型经验：（1）以上海财经大学为试点，建立适合高校的健康

教育模式，大学生健康教育纳入必修课，校内成立健康管理协

会。（2）推进专业医生进校园，建立“一校一医”对接机制。

（3）长白新村街道“3+6+X”的干预模式。建立糖尿病小组、

“灿烂晚霞”项目、“无烟孕婴家庭”签约、青少年儿童肥胖



症干预等项目，所有居委会建立健康促进站。（4）体医融合，

在慢性病患者中推广运动处方。（5）与长阳创谷园区合作打造

健康促进园区，成立“白领健康加油站”。 

 

3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典型经验：（1）加强健康教育力量，区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配

备 14名专兼职人员，人员配置率 1.31人/10 万人。（2）有 30

个健康促进志愿服务队，定期走村入户开展服务，打通健康医

疗服务最后“一公里”。（3）出台《江宁区公共政策健康影响

审查和评价制度实施方案（试行）》，扎实梳理健康政策。

（4）打出健康场所建设“组合拳”。健康促进医院“一院一

景”，健康促进学校“校校有特色，一校多品牌”，健康促进

机关“1+2+3”建设模式等。（5）健康社区“十朵金花”，各

具特色。（6）依托“互联网+养老院”，启动“小江家护”项

目，满足老年人等困难群体上门服务需求。（7）推动“互联网

+精准健康科普”新模式，推广“菜单式”健康素养巡讲。 

 

4 

浙江省 丽水市 莲都区 

典型经验：（1）将健康促进工作纳入区政府“大督查”深化改

革重点项目和各乡镇（街道）、部门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

（2）加强城乡环境治理、公共安全体系、健康公共空间建设。

（3）持续开展健康宣教活动，多层次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4）培育健康家庭，将家庭健康教育员培训纳入“千万农民培

训工程”。（5）深化“健康促进医院”建设，打造“乡村流动

医院”“中医云药房”“智慧消杀云平台”，推进医疗卫生领

域“最多跑一次”改革。（6）建设“健康民宿”。（7）开展

“健康警队”建设。（8）社会心理服务志愿活动。 

 

5 

天津市 - 滨海新区 

典型经验：（1）加强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力量，成立滨海新区健

康教育中心，编制 20 人，人员配置率 1.4 人/10万人。（2）制

定公共政策健康审查制度，系统梳理健康公共政策。（3）三种

不同类型的医养结合新模式.（4）开展智慧医疗，打造家庭医

生呼叫系统、居民健康管理系统等。（5）在人群密集地、机关

集中办公场所设置健康小屋，生态城建设“觅跑自助健身

仓”。（6）举办健康家庭评选活动.（7）垃圾资源集约处理，

加强水资源利用，建设健康生活环境。 

 

6 

山东省 日照市 东港区 

典型经验：（1）制定健康政策的“区级出意见、镇级制规定、

系统建办法、单位定制度”的模式。（2）创新健康文化宣传模

式，以新媒体宣传为龙头，以群众性宣传为网底，以团体宣传为

补充。（3）创新基层健康教育模式。城区建设十四家健康微信平

台，农村借助智慧党建平台，对广播“村村响”提档升级，开设



《健康一刻》栏目。（4）建设东港智慧健康平台建设，医疗卫生

资源共享。（5）362°健康服务品牌。（6）加强城市精细化管

理，新建公园绿地，改造老旧小区。（7）乡镇开设青春健康俱乐

部。 

 

7 

四川省 成都市 锦江区 

典型经验：（1）联合主流媒体，搭建健康云屏，覆盖各类公共

机构和场所，建立健康教育大数据中心。（2）创新医养服务，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推出基础、爱心、个性化三种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包；依托区长者通呼援中心，绘制关爱地图，为老年人

提供包括医疗健康救助在内的 24 小时“一键式”居家养老服

务。（3）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驻三甲医院”服务模式，为

广大居民提供精准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构建全过程

慢性病健康管理体系。（4）推进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政

策。（5）开展锦江绿道及旅游街区建设，推进“文、卫、体、

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8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典型经验：（1）将健康理念融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健

康村覆盖率达 43%，2020 目标是实现全覆盖。探索激励机制，

给予星级健康村建设资金补助。（2）探索出 6 种村级工业园改

造模式。（3）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与居民签订健康服务协议，推进“互联网＋预防接种”模

式。（4）举办“体验卫计服务·共享健康顺德”线下体验、线上直

播活动。（5）完善科学育儿体系，组建师资，编写教材，举办

科学育儿专题讲座和亲子示范活动。（6）培训镇村健康管理

员，聘居民任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7）城市绿道网链接城区

绿地、公园、广场等主要节点，建设全民健身径、社区体育公

园，促进绿色出行和休闲。（8）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全链条信息

化“数字监管”模式，餐饮服务单位（食堂）“一店一码”，上线

“顺德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平台”。 

 

9 

重庆市 - 合川区 

典型经验：（1）强化组织保障。成立以区委书记任总指挥长的

领导小组，将健康促进区与健康城市建设融合推进,设置独立建

制的合川区健康教育与信息管理中心。（2）拓展宣传载体，建

立区级电子健康传播资料库，资料开发有团队,宣传内容有重

点。（3）开设基本健康素养、慢病健康素养、学生健康素养提

升大讲堂，实施健康素养提升工程。（4）推进“十百千万”健

康教育促进志愿服务工程。（5）推进家庭医生“三端一平台”

建设，签约人群实行入户 GPS 定位打卡履约服务。（6）学校

“三个一”健康素养提升行动（每天 1 小时户外体育锻炼、每

两周 1 学时健康教育课，每学期 1 次健康主题活动）。（7）推进

全民健身促进工程。（8）开展环境整治，“三水共治”，整治违



法建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规范无烟环境。 

 

10 

安徽省 合肥市 包河区 

典型经验：（1）打造“八个一”，全方位推进创建工作（健康指

导员队伍、一批健康支持性环境、一批健康支持性工具、一项

特色健康活动、一系列健康素养促进行动、承办健康促进一带

一路行总结会、打造一批健康促进与教育优秀实践基地、打造

一批健康社区）。（2）开展基线调查，提高科学性、操作性。

（3）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纳入社区“两级中心”一体化建设。

（4）早晚高峰期播放“三减三健”、控烟等公益视频，覆盖近

193 条公交线路，日受众超 400 万人次。（5）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采取“河长制”“林长制”，是绿化模范县区。 

 

11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  

典型经验：（1）区委宣传部牵头组建近万人健康教育志愿者队

伍。（2）绘制健康教育宣传栏区域分布图，建立健康宣传栏“身

份证”。（3）建设区级、街道、社区“三级”健康活动场所。

（4）建设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5）成立“大东区老年人群健

康促进研究基地”。（6）构建“健康育子”指导网络。（7）实施“大

东健康我代言”、全民健身、大东“好心情”行动。 

 

12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典型经验：（1）成立以市委书记、市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

组。（2）成立清镇市健康教育所，建立健全市乡村三级健康促

进网。（3）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战略，市乡医疗机构数字化医

院全覆盖，推广移动应用助力基层减负，实现了移动建档、慢

病专案查看与随访管理、家庭医生签约功能等。（4）清镇市政

务中心为办事群众提供自助健康检测服务；清镇市一医采用

“317 护”APP网络方式对住院患者健康教育。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5）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探索

“非对抗”环境治理模式。 

 

13 

江西省 上饶市 婺源县 

典型经验：（1）四套班子领导带头健康促进，带头健走、控

烟，举办控烟流动红旗单位评比活动，开展 2019 年婺源县 “万

步有约”大赛。（2）认真核对 18 个部门健康公共政策，倡导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3）健康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探索“景区

+健康教育”模式，开设健康文化主题景区试点。（4）举办 2000

余名居民参加健康素养知识大赛。（5）城乡医疗信息和健康档

案资源共享，深入社区和居民家中开展健康教育。（6）全县中

小学、幼儿园开设健康教育课。（7）健康素养监测保质保量。 

 

14 
湖南省 永州市 祁阳县  

典型经验：（1）出台《祁阳县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县考评奖惩办



法》。（2）电影开场前播放 10 分钟健康素养知识。编制并巡回

演出祁阳特色小调健康促进节目。（3）社区(村)居委会、卫生服

务机构、创建机关设置自助式健康检测点，所有社区建设老人

日间照料中心。（4）实施城市“五园五化”战役，建设了特色文

化小游园。 

 

15 

湖北省 宜昌市 秭归县 

典型经验：（1）强化组织、技术、经费保障。（2）建立“融

入所有”工作体系，与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卫生环境综

合整治等工作有机结合。（3）贫困户家庭一家“一个明白

人”、“一张明白纸”、“一个健康保健包”。（4）发挥基层

自治核心力量，开展“村落夜话话健康”活动。（5）健康文化

活动引领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