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作者由于地址不详,本报无法及时发放稿费,请作者与本报联系。 《福建卫生报》编辑部
广告许可证号:0302 印报时间:10月18日 本报电子信箱:fujianwsb@126.com 零售每份 2.00 元 印刷单位：福建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市金山金榕北路52号 电话：0591-88618337
社址:福州华林路84号 邮政编码:350003 发行部电话：87095901 广告部电话:87095713 全国各地邮局收订

2023年10月19日

电话电话:(:(05910591))8709557687095576 版式/玉花责编/蓝旭16
特别报道·专题

健康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基础，
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后疫
情时代”，全力推进“健康中国
2030”行动，全面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形成“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
人”理念的意义更为突出。

近年来，厦门市卫健委以“健康
中国”战略为引领，着眼市民高质量
健康知识需求，始终将“健康融入所
有政策”，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
与健康促进活动，以“六度”目标赋
能“健康厦门”建设，全市人民健康
知识不断丰富，健康行为逐步养成，
健康素养不断提高。

创新高效有“速度”
打造大健康直播常态化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特别是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决策部
署，奋力谱写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卫生健康篇章。
厦门市卫健委联合媒体打造了全新
的《厦门·名医名科直播间》、《近邻
健康·名医有约》等健康科普“直播
栏目”。

“这节目给一部分人带来一场
及时雨，方便他人预防不必要发生
的病。”第五场大医生开讲·厦门名
医名科直播开播，一条暖心评论，网
友把节目比喻为一场“及时雨”。《厦
门·名医名科直播间》栏目在福建卫
生报新媒体直播平台上开展，构建
了多介质深度融合的传播生态，形
成了集省媒直属平台、权威医生、网
友病友三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模
式，是专家级别高、落地播出平台
多、技术集成性新、媒体融合性强、
发展模式好的我省权威的名医健康
科普平台。

《近邻健康·名医有约》栏目特
别邀请13家厦门市属医院、厦门市
疾控中心不同领域的中青年医师，
主要针对时下市民较为关心关注的
各类疾病和健康问题进行交流探
讨，通过有深度、有温度的健康教育
和健康科普，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
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养成健康
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精雕细琢有“精度”
以专业漫画描绘生动科普

“漫画科普，图文并茂，浅出
易懂，寓教于乐。”在厦门市 2023
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
仪式上，“2023 年近邻健康科普条
漫大赛”的评选结果出炉，《麻醉
医生怎么“放倒”你的？》等 16 幅作
品获奖。

一如往年，《健康科普条漫大
赛》参赛作品以简单、生动、丰满、有

趣的漫画形式，将健康科普与漫
画元素相融合，碰撞出崭新的科
普火花。“今年的条漫参赛作品，
内容创意、色彩运用等各方面都
更棒了！”参与条漫大赛的专业
评委说，希望《健康科普条漫大
赛》系列能成为厦门健康促进宣
传工作中又一科普教育惠民新
品牌。

据悉，该大赛已成功举办两
届，参赛范围不断拓展，赛事水平不
断提高，通过大赛的举办，吸引社会
各界和更多的群众关注健康科普、
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素养，做自
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共建共享健康
厦门，健康科普条漫大赛逐渐成为
厦门卫健领域有影响力的科普活动
品牌之一。

服务民生有“温度”
脱口秀、健康讲师传健康之语
2023 年厦门市第二十九届职

工技术比赛厦门市健康知识传播
技术比赛暨“德艺双馨·医言易行”
第二届金牌健康教育讲师技能大赛
决赛举办。大赛旨在引导广大医务
工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最权
威、最科学的健康医学知识传递给
公众，使医学科普知识“简单”“易
行”“好懂”。从全市40家医疗卫生
机构中脱颖而出的 20 组选手参加
了本次决赛，作品形式有演讲、脱口
秀、舞台剧、歌舞改编等，参赛内容

精彩纷呈。
同时，厦门市卫健委坚持“原

创+公益”原则，创办“健康脱口秀
节目”。在第六个中国医师节，来自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中
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
医院和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的4位医师用诙谐活泼的语言艺术
讲述了医务工作者的日常形象，迅
速、及时、通俗、有趣地回应群众关
切的热点健康问题，受众反应良好。

共筑健康有“广度”
健康促进从政策走到身边
今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

月”活动期间，厦门市卫健委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义诊和健康
宣教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多
元、触手可及的健康咨询和科普体
验。仅启动仪式当天，群众咨询就
达1000余人次，发放“三减三健”相
关知识宣传资料1500余份。

近年来，厦门市卫健委始终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按照“政府主
导，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原则，
充分整合区域优质资源，引导全社
会参与健康促进工作，大力推行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如：多次举
办“三减三健”主题活动；制作健康
宣传视频、宣传口号等内容在媒体
渠道进行展播；推进健康知识“进家
庭、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医
院”；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的作用，举办各类健康活动，全

民健身热度持续攀升……市民积极
行动，全民携手，追求健全的人格、
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不断提高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增进民生福祉。

健康宣教有“温度”
广泛开展健康公益活动
日前，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

医院正式启动“心健康”公益行动，
推出党建“心”联盟、科普“心”讲座、
健康“心”义诊、急救“心”培训、慈善

“心”救助以及关爱“心”疏导六大行
动计划。“这样的健康教育方式很
好，既有急救培训又有饮食、营养的
知识，还有药物和运动等方面的内
容。”参与活动的黄阿姨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厦门市卫健
委制订发布 2023 年“近邻健康”行
动实施方案，积极组织全市性“五
进”活动，开展、职业病宣传周、“近
邻健康”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世
界心脏病日”主题宣传活动等10余
场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医疗专家队
伍赴集美区后溪镇开展“三下乡”义
诊及健康服务活动等，为群众就近
提供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的同时，
不断提升市民健康意识，助力“健康
厦门”“健康中国”建设。

零距离服务有“强度”
持续推进“健康社区”建设
近年来，厦门市积极推进健康

社区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以
思明区莲前街道莲薇社区为例，该
社区通过打造“近邻”健康社区，为
居民组织义诊、健康讲座、社区运动
会等活动，还成立了一支社区健康
教育志愿者队伍，带动健康知识进
万家，同时，不断优化社区环境，让
健康文化触手可及，活动场所和健
康服务也越来越丰富。

今年，该市将开展年度健康社
区（村）评定工作，并将对其中建设
标准高、符合示范条件的，评为市级
健康示范社区。

据介绍，健康村、健康社区等健
康细胞建设是贯彻落实健康厦门行
动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厦门市将从
建设健康环境、优化健康服务、倡导
健康文化、加强组织管理等方面，推
动健康社区等健康细胞建设。

紧扣时代脉搏，紧贴群众需
求。接下来，厦门市卫健委将继续
坚持以健康促进深化“主动健康”的
理念，营造多渠道广泛覆盖的健康
科普宣传局面，潜移默化地提升群
众健康观念。

（廖小勇 陈艳丰 方成强）

全维度多形态高密度 全力服务市民高质量健康需求

厦门加快构建健康促进新体系

20232023年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年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

《《厦门厦门··名医名科直播间名医名科直播间》》展播现场展播现场

第二届金牌健康教育讲师技第二届金牌健康教育讲师技
能大赛决赛现场能大赛决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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