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池区卫健委主任方小亚解读贵池区创建安徽省健康县（区）

实施方案

一、创建背景及意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当前，中央和省、

市各级把健康事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规划、文件，提出要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全面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建设省级健康区，有利于提升医

疗服务水平，保障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有利于我区优化环境、

净化空气、美化城市，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升地方

形象、扩大知名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目标

（一）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区政府有关部

门制定有利于居民健康的公共政策，多部门联合开展健康行动。

（二）全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并在原

有基础上有所提高；成人吸烟率在 2018 年基础上下降 20%，或

低于当年全省平均水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到 32%。

（三）全区 20%的村（社区）符合健康村（社区）标准；在

全区评选出不少于 100 个健康家庭。

（四）全区 60%的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达到健康促进医

院标准。

（五）全区 50%的中小学校达到健康学校标准；95%以上的



学生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等级。

（六）全区 50%的机关和事业单位达到健康机关标准；20%

大中型企业达到健康企业标准。

（七）全区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

等全面禁止吸烟。全面建设无烟环境是健康促进医院、学校、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创建的前提条件。

（八）健康步道、健康主题公园等支持性健康设施建设指

标达到省级相应标准。

（九）有完善的覆盖城乡的健康促进工作网络，每个单位、

每个村（社区）有负责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专（兼）职

人员和相应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和工作制度等。

（十）创新体制机制，总结适合基层实际的健康促进综合

的干预模式，探索促进区域健康工作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工作任务

（一）建立健全健康促进体制机制。

1.区政府公开承诺开展建设工作，把省级健康区建设纳入

政府重点工作，制定健康区发展规划。

2.建立领导协调机制，制定相关政策。

3.创新健康区工作机制。

(二)加强健康教育培训。

采取多种形式，提高政府及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对健康区

的认识和工作能力。

1.针对卫生健康部门。



2.针对政府和有关部门健康促进网络工作人员。

3.针对健康教育专业人员。

(三)开展健康促进综合干预。

1.确定优先领域。

2.建设促进健康的场所和公共环境。

3.广活开展健康促进重点活动。

四、创建周期和时间安排

开展健康县（区）建设工作周期为 2 年（2022 年 4 月—2024

年 4 月）。根据安徽省健康县（区）建设工作统一时间安排，我

区建设工作实施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2022 年 5 月—2022 年 8 月）。项目准备

和启动阶段。制订《贵池区创建安徽省健康县（区）实施方案》，

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部门及职责；召开动员大会。

全面启动创建工作；开展基线调查和需求评估，为全面开展创

建工作做好准备。

（二）第二阶段（2022 年 9 月—2023 年 6 月）。全面实施

建设阶段。各镇街、区直有关部门细化分解目标任务、落实责

任，制定促进健康的公共政策，建设健康促进场所，创建支持

性环境，针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和重点人群联合开展健康行

动，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创建及干预，加强督查指导，全面推

进健康县（区）建设工作。

（三）第三阶段（2023 年 7 月—2023 年 12 月）。总结评估、

申报迎检阶段。对照省健康县（区）标准，开展自查评估，完



善各项资料，全面整理建档，申报省级验收。

五、保障措施

（一） 成立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单位主

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全区省级健康县（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定期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职责。

（二）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

力量支持的健康促进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三）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健康

促进工作。

（四）加强健康促进队伍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立由

专业人员组成的健康管理责任团队，负责健康促进工作。区人

民医院、区疾控中心要建立定期逐级指导和培训制度。

（五）全区健康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制定督导

考核方案，落实督导检查制度。

（六）将省级健康县（区）建设工作纳入专项督查。

政策咨询：

联系人：朱王成 联系电话：0566-2023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