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5

日， 息县人民医院志愿者在敬老院为老人义诊。当
天，该院医疗志愿者小分队深入县内部分养老院，为老人测量
血压、血糖，并向老人们宣讲日常生活护理、冬季疾病预防等日
常保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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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先进比贡献”竞赛活动先进典型系列报道正在进行

市卫计委开展“ 法律进乡村”活动
本报讯（许云飞）近期，市卫

计委组织开展了“深化法律进乡
村服务文明城市建设” 法治宣
传教育活动。

今年
10

月
20

日，市卫计委制
定了《“深化法律进乡村服务
文明城市建设” 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方案》。《方案》要求，在
河区和平桥区，积极利用“村村
通” 和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络
开展法治宣传，重点宣传《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河南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艾滋病防治条
例》 等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的法律法规。 每月至少组织
一次农村普法大集宣传活动，

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农村“两
委”干部、大学生村干部和人民
调解员培训， 每年至少组织一
次法治文艺团体、 法治宣传志
愿者深入农村开展群众喜闻乐
见的法治宣传活动。

“ 争先进比贡献”竞赛活动先进典型·新县篇

□

新卫宣

大力推进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建设
2014

年， 新县被国家卫生计生
委列为全国首批健康促进县建设项
目试点县，新县紧紧抓住这一机遇，

整合各种项目资源， 以健康促进工
作为抓手，提高全县居民健康素养，

全面推进慢性病（简称“慢病”）防控
示范区建设。

完善机制扎实推进
（一）完善机制，增强创建工作

合力。

建立组织领导机制。 为统筹推
进慢病示范区和健康促进县建设，

县政府成立了健康促进工作委员
会，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建立了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多方合作、全民
参与的工作机制，组建了

100

余人的
健康促进队伍。

形成分类培训机制。 邀请国家
健康教育中心、省健康教育所的领导
和省内外专家，以工作会议、专题讲
座等形式，对政府领导、部门负责人
和健康促进网络工作人员、健康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等分类进行培训，提升
了健康促进工作的整体水平。

完善投入保障机制。 将工作经
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上级下拨的
31

万元项目资金和县财政拨付的
80

万元专项资金均已足额到位， 并确
保专款专用。

（二）全面实施，扎实推进慢病
示范区建设。

开展需求评估，确定优先领域。

2015

年
1

月，在省健康教育所专家指
导下， 及时开展并按时完成了基线
调查工作， 确定了优先领域和慢病
综合干预措施。

制定健康政策，明确发展战略。

县政府与各责任单位签订目标责任
书，要求各责任单位每年制定

3

条以
上有利于居民健康的政策性措施。

目前全县各部门已制定出台
70

多条
健康促进政策和措施。

多方联动合作，全面协调推进。

一是外联合作，对口帮扶。与华中科

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郑州大学、河
南中医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 与解
放军

154

中心医院、 解放军
371

中心
医院、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等医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 他们定
期派专家来新县指导慢病示范区建
设， 对慢病患者开展有针对性的健
康管理服务。同时，邀请美国爱心基
金会等公益组织的专家团队， 帮助
开展健康促进工作。 二是多部门联
动，建平台拓渠道。在县电视台开设
健康教育栏目， 每天定时播放健康
教育讲座， 每周两次以流动字幕形
式播放健康教育知识； 每月两次以
手机短信的方式定期向手机用户发
送健康素养核心信息， 每期覆盖面
8000

余人；在《今日新县》开辟《健康
促进专栏》， 定期刊登健康知识；在
县城建设宣传长廊， 在城乡主干道
设立大型户外宣传牌、固定宣传栏，

刷写固定宣传标语等； 全县所有医
疗卫生机构均设置有健康教育资料
免费取阅栏，已发放《中国公民健康
素养

66

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等
健康读物

12

万余册， 其他健康教育
宣传资料

20

余万份。以地方民歌、民
谣等形式传播健康知识， 组织健康
文艺演出

100

余场次， 送电影下乡
500

余场。卫计委、妇联会、教体局、

县红十字会、科协、农业、食药监、公
安等部门联合， 坚持开展妇女保健
巡讲、健康促进“小手拉大手”、“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食品安全卫
生知识宣传等活动。三是协调推进，

深化宣传效果。 邀请省内外专家深
入社区（村）、机关、学校、企业等场
所，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173

场次。县
卫计委以“百村义诊健康知识大传
播”巡回服务活动为载体，组织县级
医疗卫生单位，深入乡村开展义诊、

体检、 健康教育等活动， 向群众送
医、送药、送健康，累计开展健康讲
座
100

余场。针对农村空巢老人、“三
留守”人员等弱势群体，实行村医签
约制度，建立医疗保健“一对一”服
务、健康知识“点对点”传播。相继举

办了“我的健康我做主”万人签名、

“健康厨艺大赛”、“健康好声音”演
讲比赛、“健康之星”、“健康家庭”

评选、“全民健身日” 、“健康万步
行”等系列活动，增强了广大群众的
卫生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开展慢病监测，规范慢病管理。

今年
6

月， 邀请市疾控中心专业人
员， 对全县各医疗卫生机构慢病防
控工作人员开展了慢病监测技能、

工作流程等专项培训， 提高了全县
慢病监测与防控工作质量。 全县扎
实推进健康促进机关、 健康促进学
校、健康促进企业等创建活动，各单
位每年组织职工进行健康体检，全
县各医疗机构认真落实

35

岁以上人
群首诊测血压制度

,

提高了慢病高
危人群和患者的及时发现率。 发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导向作
用，以绩效考核为手段，促进慢病规
范管理， 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
团队分片包村，村医签约包户，为居
民免费体检，对发现超重肥胖、血压
正常高值、糖调节受损、血脂异常和
吸烟者等慢病高危人群， 及时纳入
健康管理。目前，全县已为

18448

例
高血压患者、

3453

例糖尿病患者、

1104

例重性精神病患者建立了健康
档案。

建设健康场所，创建支持环境。

充分发挥项目资金的导向作用，有
效整合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卫生改厕
等项目资金， 全力打造整洁卫生、健
康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积极开展健
康单元创建活动， 严格执行公共场
所、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
烟的规定。加大各类休闲、健身、体育
场所和设施建设力度，努力为居民提
供适宜的锻炼场所和设施。

（三）加强指导与督查，确保工
作措施落到实处。 国家健康教育中
心主任李长宁、 政策研究室主任胡
俊峰博士、 省卫计委副主任黄红霞
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院长刘远立等领导、 专家先后莅临
新县指导、 调研健康促进县和慢病

示范区建设工作。

县健康促进办公室对创建工作
单位进行经常性的督导检查， 将检
查情况以工作信息、 通报等形式，印
发全县各有关单位。目前，已编发工
作信息等

16

期，召开工作协调会
4

次。

上下联动成效显著
新县开展慢病示范区和健康促

进县建设工作以来， 按照实施方案
要求，全县上下联动、部门配合，认
真落实各项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今年先后
2

次在
全国培训班上做经验交流发言。

部门密切合作，形成良好氛围。

通过广泛宣传和开展各种活动，大
力倡导健康优先， 健康教育先行理
念，全县上下形成了政府精心组织，

部门密切合作， 群众积极参与的良
好社会氛围。

培养人才队伍，提高工作能力。

先后邀请国家健康教育中心、 省健
康教育所的领导和省内外专家，对
各类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累计培
训
107

场，

15939

人次，提高了健康促
进工作整体能力。

打造健康环境，形成和谐人文。

目前已建成健康主题公园
9

个，打造
健康步道

20

余处。 全县各卫生计生
单位、学校全面实现禁烟。

80%

以上
的村实现了村内无垃圾堆放、 无污
水横流、无杂物挡道。健康单元创建
工作有序推行，全县健康、安全、愉
快的自然环境和和谐互助的社会人
文环境初步形成。

健康意识提升， 健康素养水平
提高。通过健康促进工作的开展，人
们对健康以及“合理膳食、 适量运
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现代生
活方式的正确认识和关注度有了明
显提升， 经常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
群众明显增多并成为一种时尚，城
乡群众健康素养水平明显提高。

重点关注提升水平
（一）确立发展战略，关注人的

健康。

2013

年，新县确定了“山水红
城，健康新县”的发展定位。

2014

年
9

月，“健康促进县”项目正式启动，新
县坚持以健康促进为基本策略，立
足新县红色历史资源和绿色生态资
源优势， 努力用优美宜居的自然环
境促进人的身体健康， 用优秀先进
的红色文化促进人的心理健康，用
绿色有机的健康产品提高人们的生
活品质， 用低碳环保的生态产业促
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在全县
营造出大健康、大卫生的良好氛围。

（二）借力优势资源，提升创建
水平。通过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与
城市医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 以及
邀请公益组织的共同参与等， 将城
市优势资源引入新县， 为新县开展
慢病示范区和健康促进县建设提供
技术支持和帮扶， 提升了创建工作
整体水平。

（三）重点关注农村，关爱弱势
群体。 关注农村留守妇女、 留守儿
童、空巢老人等弱势群体心理健康，

建立医疗保健“一对一”服务，对受
文化水平限制不易获得健康信息的
人群， 由宣教员上门开展健康知识
“点对点”传播。同时，专家团队深入
乡村、 社区和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
学校， 开展心理健康讲座为群众提
供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服务。

（四）开展百村义诊，传播健康
知识。新县卫生计生委组织医疗队，

以“百村义诊健康知识大传播”和
“生殖健康进家庭” 活动为载体，有
效整合卫生计生资源，县、乡、村联
动，深入乡村社区开展义诊、体检、

健康知识传播等活动。

3

年来， 已走
遍全县

162

个行政村，“百村义诊”成
为深受新县群众欢迎的公益品牌。

（五）实施健康促进，增加农民
收入。按照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思
路，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探索将健康
村、健康家庭创建与发展生态农业、

观光农业相结合的新思路， 充分调
动群众积极性，大力推进农家乐、休
闲游、生态游，在推动健康促进工作
的同时，着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
证了健康促进工作的可持续开展。

为什么经常献血可以降低血脂
有些人的血脂长期处于较

高的水平，俗称“血稠”。“血稠”

的结果就是脂肪一层层附着在
人体的血管壁上，最后导致动脉
硬化，血管弹性降低，形成心脑
血管病。 而经常按规定期限献
血，减少了体内一部分黏稠的血
液，再通过正常的饮水，填充了

血容量，使血液自然稀释，血脂
就会随着下降，也就减轻了动脉
硬化的隐患。

（石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