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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社会健康管理“大处方”

□本报记者 段梦兰摄影报道

今年4月是第36个爱国卫生月。4月8日，以“健康城

镇 健康体重”为主题的全国第36个爱国卫生月启动暨2024

年度“爱卫新征程 健康中国行”首站活动在云南省昆明市

举行。4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云南省曲靖市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爱国卫生工作有关情况。

进入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如何

促进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卫生健康综合治理新格

局？多地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2020年，云南省立足疫情防控常态化需求，创新开展

“清垃圾、扫厕所、勤洗手、净餐馆、常消毒、管集市、众参与”

的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2022年，云南省深化拓展爱国卫

生工作成果，接续实施“绿城市、治污染、除四害、食安心、勤

锻炼、管慢病、家健康”爱国卫生新7个专项行动。从老到

新，爱国卫生运动的内涵在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

在春风拂面的4月，记者跟随调研团来到云南，看到点

滴变化正在发生……

4月18日，云南曲靖。
汽车驶过曲靖收费站，沿路向北，

绿树、房屋、农田尽收眼底。汽车拐过
一道弯，行人渐多，道路两旁一排排梧
桐树矗立，阳光透过伸展的枝叶洒下
来。一下车，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音
乐声、说话声逐渐清晰，记者一行来到
曲靖市沾益区龙华北路“车站记忆”街
区——原沾益火车站所在地。

入口处，展示着“车站记忆”全貌
的地图旁，一座干净的洗手台引人
注目。抬眼望去，左前方的建筑是新
建成的游客服务中心，这里本是原火
车站的售票大厅，如今灰绿墙面和反
射着阳光的“沾益”二字还保留着过去
的印记。

再往里走，广场上人流如织。不
少人围在几个展台前，仔细听身穿红
马甲、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们做宣
教。这些志愿者来自沾益区健康教育
所，他们拿着“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
健”“健康体重”等宣传手册，正在向大
家讲解相关健康知识。

“这个健康4件套是免费送给您
的，包括有刻度的油壶、盐勺、体质指
数小转盘、七步洗手法围裙。”来自沾
益区健康教育所的刘素娟向刘阿姨介
绍“三减三健”的具体知识。

“这个盐勺一勺两克，回去就可以
用起来啦。从刚刚的血压和体重结果
来看，您一定要注意饮食。”刘素娟一边
把健康4件套递给刘阿姨，一边叮嘱
道，“您爱吃的那个饼干含糖量可高了，
可以换成椒盐口味的或者无糖的……”

“变化太大了。”刘阿姨每天都要
在附近散步，她不但看到这里越来越
干净、越来越美，还能听到志愿者讲健
康知识，为她免费量血压、测血糖。

始建于1944年的沾益火车站，在
巅峰时期承担了曲靖近90%的货物
和旅客运输量。2014年，由于城市发
展需要，沾益火车站搬迁关闭，废弃车
站和铁路成了闲置之地，慢慢变得污
水横流、垃圾乱堆、鼠蝇孳生。

自2020年以来，当地以推进爱
国卫生运动7个专项行动为契机，以
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以沾益历史文
化为基调，打造了如今的“车站记忆”
街区。

清理垃圾5000余吨，盘活70余
亩长期闲置土地资源，让老火车站旧
貌换新颜……沾益区副区长陈敏说，
变的不仅是环境面貌，沾益区通过推
进爱国卫生运动7个专项行动，探索出
一条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聚
集商业业态、发展健康经济的新路子。

车站记忆

4月8日，云南昆明。
“10年前我喜欢玩游戏，游戏中我

是最强（者），现实中我是一个大胖子。”
“体重接近90公斤，生活没有规

律，各项指标严重超标，直到肥胖、高血
压、不运动等引发大面积脑溢血……”

“一个健康的人可以有1000个梦
想，而一个失去健康的人只有一个梦
想——健康活着。”

……
2023年度健康昆明行动“健康达

人”靳伟正在分享自己的健身经历。
在身体发出健康警报之后，他开始主
动锻炼。从尝试跑步到跑半程马拉
松、全程马拉松，靳伟瘦了，身体各项
指标也正常了。

这些年，靳伟跑过昆明大街小巷，
又跑到全国各地。在朋友圈里，他不
时分享各类健身活动、健跑活动的报
名信息。他还组织成立了跑团，带动
跑团里近千人一起跑步健身。

保持健康是大家共同的理想和追
求，在公园里、滇池畔、湿地旁，许多居
民在奔跑着、运动着。位于昆明市官
渡区星海半岛北岸的星海半岛湖滨生
态湿地公园里，乔木、灌木、花草错落有
致，健康步道从东到西贯穿公园。经过

综合治理，这里成为滇池与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缓冲区，被当地居民作为休
闲娱乐、健身锻炼的绝好地点。

“每年，由云南省主办的上合昆明
马拉松都会从湿地公园前的湖滨路经
过，运动员们可以一睹滇池湖滨的风
光。”漫步在湿地公园，共青团官渡区教
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国灿一边指着
附近正在锻炼的一支支“小分队”，一边
告诉记者，在池边林间打太极、练八段
锦，在绿意盎然里健步走、环湖跑，是
周边居民健康生活的最新打开方式。

居民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背
后，是一座城市日益健全的健康服务
网络。据了解，昆明市已建成综合性
公共体育场馆27个，全市有体育场地
1.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2.69
平方米，市、县、乡、村四级全民健身设
施网络基本形成，社区（行政村）体育
设施覆盖率达100%。

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爱卫会
主任刘佳晨表示，昆明2023年新增

“口袋公园”500个，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比例达41.6%。当地以上合
昆明马拉松、滇池国际龙舟赛、昆明环
滇高原自行车邀请赛等八大品牌赛事
为核心，大力发展群众体育运动。

健康达人

4月17日，云南曲靖。
“往里走，这台健康一体机也是新

投入使用的。”在曲靖市麒麟区白石江
街道幸福社区“幸福健康+”体验馆，
白石江街道办事处主任杨懿招呼着记
者走进去，眼中难掩喜意。

“幸福健康+”体验馆位于幸福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刚开始试运行。

毗邻住宅区和商铺，幸福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外的一片空地上摆放着许
多石制桌椅，几棵大树枝繁叶茂，为围
坐在树下下棋、聊天、活动的老人们遮
阳。“这里本来就是附近居民日常活动
的聚集地，老年人很多，定时定点来，
还有带着孙子孙女来的。”杨懿介绍，
为此，街道和社区就想利用这块“宝
地”，为居民们提供更好的健康监测、
慢性病管理等服务。

记者进入“幸福健康+”体验馆，
健康监测区、居民膳食宝塔模型等映
入眼帘。在健康一体机前，等待量血
压和身高体重、测血糖的人们排起了
队。杨懿介绍，体验馆通过引进这些
健康检测设备，定期组织健康检测，建
立了居民健康红、黄、蓝、绿四色档案。

旁边的房间里，来体验馆坐诊的
白石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
生叶进成正在和 62 岁的蒋阿姨聊
天。“您今天的血压稍微有点高，但是
不用太担心，明天、再过3天再分别
来测量一下。”叶进成叮嘱蒋阿姨。
他告诉记者：“目前，蒋阿姨还不能确
诊为高血压。如果后续确诊，系统会
及时为蒋阿姨建立黄色档案，社区全
科医生会相应对蒋阿姨进行动态健康
监测和管理。”

记者注意到，蒋阿姨手上拿着一
个“健康积分存折”，里面记录了健康
行为积分明细，主动来量血压、进行健
康咨询为蒋阿姨积累了1分。“我们用
积分兑换的方式吸引大家参与各类健
康活动，达到一定分值可以兑换健康
礼品。”杨懿说。

在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记者也看到了类似的“积
分卡”。“血压跟血糖控制得很不错，但
是体重还是有些超标……”沿江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性病门诊里，主
治医师吴国花边翻看着杨阿姨的检查
报告，边侧过头对她说。

一个“慢性病管理积分卡”摆放在
桌上，里面详细记录了过去一年每个
季度杨阿姨的面访、规律服药情况、血
压血糖控制水平、管理依从性、慢性病
知识知晓度等信息，以及杨阿姨积极
配合健康管理所获得的分值。

杨阿姨有17年高血压病史，前几
年又确诊了糖尿病，这几年一直在沿
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慢性病
管理。“她们可好了，特别负责。我用
积分换了好些东西。”杨阿姨笑着对记
者说，“最近我还瘦了2斤哩！”

“咋瘦的？”记者好奇地问。“吴医

生让我动一动，闲着没事还搞劳动。”
“您得注意了，也不能过度运动，要

适当，得循序渐进……”正在写处方的
吴国花停下敲键盘的手，又嘱咐起来。

沿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
着辖区约5.2万名常住居民的健康管理
工作，大约一年前开始实行积分管理。
该中心主任汤占林说，中心为居民准备
了很多用于兑换的健康产品，除了鸡
蛋、蔬果外，还有便携式血压计、油壶、
盐勺、中药饮片等，为的是破解慢性病
患者依从性低的难题，激励居民主动管
理自身健康。在慢性病管理积分兑换
室里，汤占林指着4层的大置物架向记
者介绍，目前已经兑换出700余份健康
产品。一旁，有公卫医师在坐诊，为居
民提供健康咨询和营养指导。

“我们实施慢性病‘防、治、管、
康’综合防控措施，建成国家级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3个、省级示范区
2个。”曲靖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吴
宇翔表示，该市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
率由2018年的 20.26%下降至2022
年的15.75%，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1.33%。

积分管理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把党的群
众路线与卫生防病工作结合起来，发
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回望
历史，“除四害”“讲卫生”“移风易俗”

“改造家园”的场景历历在目。
对于青年人来说，与爱国卫生运

动深度接触，是从参与“创卫”开始
的。198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
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爱国卫生
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方法，确定建立爱
国卫生月制度。同年，全国爱卫会决
定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1997年，全国爱卫会决定开展创建国
家卫生乡镇（县城）工作。之后，整治
城乡环境卫生成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的重要抓手之一。2010年，全国爱卫
会启动第一轮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
行动；2015年，全国爱卫会启动第二轮
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彼时，
一场场与“卫生”相关的行动在各地铺
开，“环境卫生治理”“饮用水和食品卫
生”“厕所革命”等深深影响了城乡居
民们的生活环境和卫生习惯。

经过探索实践，城市治理、环境卫

生与健康促进间的关系更加明晰，以
“健康”为核心的健康城镇建设也蓬勃
开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
始探索健康城市建设。2016年7月，全
国爱卫会印发《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
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健
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重点任务。一
个又一个“健康细胞”建设起来，在城镇
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展现出活力。

变化正在发生。“我们的环境卫生
越来越好，不过光搞好卫生是远远不
够的。”全国爱卫办副主任、国家卫生
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
安说，“爱国卫生运动走上新征程，要
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
管理转变。”

“如果说过去是‘卫生革命’，那现
在是向‘健康革命’转变，更是一场有
关生活方式的革命。”毛群安介绍，“‘卫

生革命’更注重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污水垃圾处理、环境保护和污染控
制；‘健康革命’更注重健康服务和健康
保障能力、健康文化培育，重点是关注
影响居民健康的各种因素，强调预防优
先，广泛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卫生与健康两手都要抓，向全面
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对各地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今年爱国卫生月的主题

“健康城镇 健康体重”，正体现了这种
考虑。“所谓健康中国，是每个人、每个
家庭、每个城市都健康。”毛群安表示，

“就是以保持健康体重为小切口，来引
导大家养成更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助
力健康城镇建设。”

全民健康体重管理不仅是一个医
疗卫生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健康管理
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静认

为，在落实体重管理方面，爱国卫生运
动能发挥重要作用。

“约 4.6%的癌症死亡归因于高
BMI（身体质量指数）；体重每增加5%，
高血压发病风险增加20%～30%，超重
和肥胖患者脑卒中发生风险增加
17%……”吴静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
据并表示，“保持健康体重非常重要，
要通过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优良传统
和宝贵经验，做好健康知识普及、强化
支持性环境建设、推广适宜工具应用、
深化‘三减三健’行动、加强科学评估，
有力推动全民健康体重管理。”

“要根据不同人群、年龄、性别以
及身体状况，来确定一个适宜的体重
范围。”毛群安强调，各地在开展活动时
应当倡导“健康”的理念，针对不同人群
开展针对性健康管理，倡导群众了解自
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知晓体重是否在
健康区间，若发现自己或家人体重不在
健康区间，要追问原因是什么、应该如
何保持健康体重并付诸行动。

“把体重管理好，是我们每个人迈
向健康最直观、最可衡量的指标之
一。”毛群安说。

变化发生

在昆明市和曲靖市的大街小巷，除
了随处可见的鲜花，还有一座座颇具特
色的洗手台。有的洗手台造型硬朗，有
的造型古朴，无不融入周围建筑场景，
也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勤洗手、讲
卫生成为许多居民的习惯。

类似的小切口还有很多。云南省
通过开展两轮爱国卫生 7 个专项行
动，不仅带来了城市环境面貌的改善，
还促进了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健康水平的提高。

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群众对
卫生状况的满意度连续两年位居全国
第一，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达43.71%，城乡居民国民体质合格率
达96.63%；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坚
持开展学生健康监测，积极组织学生
开展体育锻炼，教育学生合理膳食，学
生肥胖率由 12.0%下降至 8.3%，近视
率也逐年下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
南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近5年已为
1.5万余人次提供了营养体检和咨询，

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采用非药物疗
法进行体重管理……

这一系列成果，是云南省凝聚合力、
狠抓实干取得的。其经验值得其他地方
借鉴，而各地也应结合不同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文化背景，思考如何因地制宜
地将健康优先理念更好地融入万策。

记者在昆明采访时，蓝花楹的花朵
刚刚冒出头。4月19日，一位昆明本地
人给记者发来一段视频。视频里，鸿城
广场东侧、盘龙江畔的蓝花楹已经盛

开，蓝紫色的花瓣聚在枝头，引得路人
纷纷停下脚步。一阵风吹来，飞花落入
水中，泛起阵阵涟漪。每年，有无数游
客来到昆明，只为目睹这片蓝色花海。

2023年3月7日，云南省委书记王
宁致信网友，欢迎大家来体验“有一种
叫云南的生活”。这一邀请的底气，
来自云南宜居宜业宜游的健康生活
品质和开放包容的生活态度，也来自
当地持续推动全面社会健康管理的
坚持。更好的健康生活，值得期待。

更好的健康生活，值得期待

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西河公园门口的洗手台，垃
圾分类站、健康知识海报、直饮水设备集合在一起。

清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星海半岛湖滨生态湿地公园里，居民结伴在池边林间、绿意环绕的栈道平台上练习太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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