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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省卫健委组织机
关离退休老同志到“福建省离退
休干部党性教育课堂”、省干休所

“红色家园”党建驿站开展“纪律
不退休 夕阳守初心”党纪学习教
育主题党日活动。

在“福建省离退休干部党性
教育课堂”，一张张珍贵的照片、
一段段感人的故事，让大家深切
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尊
老敬老情怀，深刻体会到党中央
和历届省委对老干部工作的关

心重视，进一步了解了新时代福
建老干部工作取得的成绩。

在省干休所“红色家园”党
建驿站，大家聆听了古田村 70
位正厅级以上离休干部和副厅
级以上老红军的革命事迹，观看
老 同 志 吕 居 永 清 廉 家 风 专 题
片。通过此次现场学习，大家对

“一部古田村人物志，半部福建
革命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
老同志为福建的革命和建设事
业作出的重要贡献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
大 家 纷 纷 表 示 ，这 次“ 课

堂+参观”的主题党日活动，既
是一次党规党纪的再教育，也
是一次政治觉悟的再提升，受
益匪浅。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
教 育 之 际 ，要 进 一 步 学 习 ，做
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做
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做
一 名 永 葆 政 治 本 色 的 共 产 党
员。
（省卫健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处）

4 月 19 日，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发 布 国 家
中 医 药 传 承 创
新 发 展 试 验 区
名单，福建省漳
州市、三明市列
入 国 家 中 医 药
传 承 创 新 发 展
试验区，这标志
着漳州、三明市
中 医 药 事 业 迈
向 新 的 发 展 阶
段。

通知要求，
各 试 验 区 要 组
织 实 施 好 建 设
方案，制定具体
工 作 计 划 ，落
实 建 设 经 费 ，定 期 研 究
解 决 试 验 区 建 设 工 作 ，
及时总结探索出的改革
经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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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省卫健委召开委
直属单位人才工作会议暨卫生健
康中青年高层次人才座谈会。省
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杨闽红出
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
央、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委
直属单位党委负责同志进行人才
工作述职，委领导与卫生健康中
青年高层次人才代表座谈交流。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
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成绩、分析形势，进一步
提升委直属单位人才工作水平，
带动全系统人才工作提质增效，
为健康福建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
人才支撑。要提高站位、深化认
识，切实增强人才工作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进一步牢固树
立“大人才观”，高质量做好新时
代卫生健康人才工作；要找准差
距，针对人才工作存在的共性问
题、特殊问题，进一步加强研究
分析和判断，抓紧补齐短板弱
项，让人才工作更具目标性、导
向性和系统性；要突出重点、狠

抓落实，推动卫生健康人才工作
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
用人单位要坚持党对人才工

作的全面领导，单位党委要为人
才工作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
促改革、保落实。落实主体责
任，加大对中青年人才的关心关
怀，对中青年人才厚爱三分、全
心服务，营造有利于人才干事创
业的良好环境。要制定个性化、
制度化的培养、激励和保障措
施，督促引导人才在学科中“挑
大梁”、“当主角”。以滴水穿石

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卫生
健康人才工作。

会议要求——
中青年人才要紧盯目标、勤勉

钻研，努力成长为堪当时代重任的
栋梁之才；要争当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的“追梦人”；要争当勇攀高
峰、敢为人先的“先行者”；要争当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智多星”。

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张小舟，委直属单位和相关用人
单位党委负责同志，卫生健康中
青年高层次人才代表参加会议。

（省卫健委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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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福建省卫
生健康委、省疾控中心
组织开展的 2023 年福
建省居民健康素养监
测 项 目 结 果 正 式 公
布。数据显示，2023 年
福建省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提升至 30.27%，比
2022 年 提 高 1.96 个 百
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0.57 个百分点，连续
13年稳步提升。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
2023年全省城市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为 35.04%，
农 村 居 民 为 26.41% 。
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
理 念 素 养 水 平 为
41.46%，健康生活方式
与 行 为 素 养 水 平 为
29.35%，基本技能素养
水平为 32.21%，其中基
本 技 能 素 养 水 平 较
2022 年 增 加 3.84 个 百
分点，增幅较大。

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
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
63.13%、科学健康观素养53.20%、
健康信息素养 46.22%、慢性病防
治 素 养 35.93% 、基 本 医 疗 素 养
26.78% 和 传 染 病 防 治 素 养
25.42%，其中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较 2022 年增加 4.24 个百分点，增
幅较大。

本次监测覆盖全省 20 个县
（区）60 个乡镇（街道），对象为
15-69岁常住人口，共得到有效调
查问卷4970份。

（福建省卫健委宣传处 省疾
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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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网
站发布 2023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
监测情况。监测结果显示，2023年
我 国 居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达 到
29.70%，比2022年提高1.92个百分
点，继续呈现稳步提升态势。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
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
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
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一项反映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
水平的综合性评价指标，目前已
被纳入国家多项考核，成为衡量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群
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

从2012年起，国家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持续组织开展全国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动态监测。2023 年健康
素养监测覆盖 31 个省（区、市）的
336个县（区）、1008个乡镇（街道），

对象为 15~69 岁常住人口，共得到
有效调查问卷73340份。

监测结果显示，2023年全国城
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33.25%，农村
居民为26.23%，较2022年分别增长
1.31和2.45个百分点。东、中、西部
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
33.30%、28.85%和24.44%，较2022年
分别增长 1.42、2.15 和 1.88 个百分
点。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
水平为42.00%，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素养水平为32.21%，基本技能素养水
平为 26.76%，较 2022 年分别提升
0.74、1.58、0.76个百分点。6类健康
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
与急救素养（59.33%），科学健康观素
养（54.71% ），健 康 信 息 素 养
（41.05% ），慢 性 病 防 治 素 养
（30.43%），基本医疗素养（28.84%），
传染病防治素养（28.02%）。

（国家卫健委网站 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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