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健康生活方式核心要点发布

省 卫 健 委 日 前 印 发 通 知 ，要
求 进 一 步 加 强 全 省 妇 幼 保 健 机

构评审管理工作 ，进一步提高妇
幼保健机构评审工作质量 ，加快
推 进 全 省 妇 幼 保 健 机 构 标 准 化

建设和规范化管理 ，切实提升各
级 妇 幼 保 健 机 构 管 理 能 力 和 服

务水平 。
通知明确 ， 相关评审工作要

保证妇幼保健机构正确的发展方

向 ，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 ，持续改
进服务质量 ，促进构建职责明确 、
布局合理 、规模适当 、结构优化 、
层次分明 、功能完备 、运行高效的

妇幼保健服务体系 。 到 2025 年年
底 ，实现省 、市 、县均有 1 个政府
设立的 、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机构 ，
60%以上的市级妇幼保健院达到
三 级 甲 等 水 平 ，60%以 上 的 县 级
妇幼保健院达到二级甲等水平 。

（据 《医药卫生报 》）

10 月 5 日 ，
市民在中心城区

太昊路预防接种

门诊接种疫苗 。
为满足市民对疫

苗接种的需求 ，
“双节 ” 期间 ，太
昊路预防接种门

诊工作人员放弃

休息 ， 为市民进
行疫苗接种和科

普宣传。 据了解，
市民可在该门诊

接 种 的 疫 苗 有

HPV 疫苗、 流感
疫苗 、肺炎疫苗 、
带状疱疹疫苗 、
乙肝疫苗 、 霍乱
疫苗等。
记者 郑伟元 摄

近日，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国
家行动办公室召开 2023 年健康生活方
式核心要点解读会。 会上发布了 43 条
健康生活方式核心要点， 引导公众成
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受益者。

据介绍，今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国家行动办公室围绕孕妇 、乳
母、婴幼儿、儿童青少年 、老年人及职
业人群存在的健康问题 ，制定了 《健

康生活方式核心要点（2023）》，从合理
饮食 、规律运动 、戒烟限酒 、心理平
衡、良好睡眠、积极社交 、主动学习等
方面 ，对不同人群的健康生活方式给
出了精准指导 ，引导各类人群积极践
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推动 “做自
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的落实。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

理处处长赖建强表示，《健康生活方式

核心要点 （2023）》紧紧围绕健康生活
方式、 生命早期营养与慢性病防控相
关理论， 实现了对全生命周期各人群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的全覆盖， 同时对
健康生活方式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完

善。 比如，增加了对味觉的关注；对婴
幼儿和儿童青少年人群， 强调了清淡
口味的培养； 职业人群要注意舒缓肌
肉紧张，关注颈腰椎和关节健康；老年

人应减少骨量丢失，增加肌肉力量等。
值得注意的是，母乳喂养 、终身学习 、
接种疫苗等也被纳入健康生活方式的

范畴。
据悉， 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健康

社区、健康单位、健康食堂、健康餐厅、
健康小屋等 12 类健康支持性环境近
10 万个， 招募与培训健康生活方式指
导员 90 余万人次。 （据《健康报》）

10 月 10
日是世界精神

卫生日。 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

委、教育部联合
印发《关于开展
2023 年世界精
神卫生日宣传

活 动 的 通 知 》
（以下简称 《通
知》）。 《通知》指
出，今年世界精
神卫生日全国

宣传主题为“促
进儿童心理健

康，共同守护美
好未来”。

《通知 》指
出 ， 要通过多
种途径的宣传活动 ，进一步普及
心理健康知识 ，呼吁全社会提高
认识 ， 重视少年儿童心理健康 ，
推动形成家庭 、学校 、社会 、专业
机构有效衔接的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 ，提高工作水平 ，促进儿童
身心健康成长。

《通知 》提出 ，各地卫生健康
部门 、教育部门要充分发挥本系
统相关专家作用 ， 组织编写 、制
作多种形式的 、易于接受的健康
科普宣传材料 ，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方
式 ，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教活
动。 卫生健康部门要组织有关医
疗卫生机构 ，通过举办健康大讲
堂 、 开展公共场所义诊等方式 ，
聚焦抑郁症等少年儿童心理行

为问题和常见精神障碍 ，积极传
播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知

识 ，提高公众心理健康素养 。 教
育部门要指导学校遵循少年儿

童生理 、心理发育特点 ，加强科
普宣传教育。

《通知 》明确 ，各级卫生健康
部门 、教育部门要在本系统内加
强心理健康政策和知识技能培

训 ，提高本系统少年儿童心理健
康工作水平 ；组织指导心理援助
热线平台 、中小学心理辅导室等
加大宣传力度 ， 提高公众知晓
率 ，积极主动提供相关服务 。 各
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教育部门
要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本

地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

情况 ，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
持 ，完善支撑保障政策 ，共同推
动相关工作。 （据《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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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省卫健委、省中医管理局
印发《推广“全链式”医养结合模式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
提出， 自今年起， 利用 5 年时间，在
500 个以上社区推广应用 “医疗机构
﹢医养服务中心﹢医养服务站﹢家
庭”的“全链式”医养结合模式，构建
“县（市、区）-乡镇（办事处）-村（社
区）”三级联动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方案》提出，采取建立完善组织
管理体系、构建“全链式”服务网络、
搭建智慧服务平台、推进同质化全程
服务、实施网格化协同服务和提升健
康服务水平等 6 项措施，强化医疗卫
生与养老服务衔接融合，有效推动机

构、社区、居家医养康养服务全面协
调发展。 各地发挥城市医疗集团和县
域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作用 ， 建立
“全链式”医养结合管理组织框架、规
章制度和服务规范、标准，加强对医
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内成员单位的

医养结合业务指导、质控评价、督导
考核、人员培训等。

《方案》提出，鼓励有条件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或社区
养老机构（乡镇敬老院）利用现有资
源，内部改扩建社区（乡镇）医养结合
服务设施，可采取“两院一体”“医中
建养”“养中办医” 等形式组建社区
（乡镇）医养服务中心；引导城乡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站、农
村幸福院与村卫生室服务衔接、融合
发展 ，组建社区 （行政村 ）医养服务
站；整合现有信息系统，构建覆盖区
域内医疗机构、社区（乡镇）医疗卫生
机构、养老机构、家庭的一体化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平台。

《方案》明确，拓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范围，实行网格化管理，组建健
康养老服务团队，建立健康养老基本
服务包和服务清单，为老年人提供基
本医疗、预约转诊、康复护理、公共卫
生、家庭病床、上门巡诊以及生活照
料、家政等服务。

（据《健康报》）

河南将推广“全链式”医养结合模式

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良好睡眠……

促
进
儿
童
心
理
健
康

共
同
守
护
美
好
未
来

60%以上市级妇幼保健院达到三级甲等水平
省卫健委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到 2025 年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