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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南京市基层医生健康教育(爱国卫生)

、;;专业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

各区卫生健康委、江北新区卫生健康和民政局，各区爱卫办，市

疾控中心:

为深入推进健康南京建设，落实"医防融合"机制，切实提高

我市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专业能力，为

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结合我市健康教育(爱国

卫生)工作实际，决定开展南京市基层医生健康教育(爱国卫生)

专业能力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见附件1)。

请各区卫健委、爱卫办于2023年12月22日前将辖区参与

首批能力提升行动的人员和机构信息(回执见附件2)报送至邮

箱:453650304Qqq.como 确定人员后将组建各区行动实施微信



群。

市级行动指导联系人:尉力文，13222727152

附件:1摘京市基层医生健康教育(爱国卫生)专业能力提

升行动实施方案

2·各区联系人及参加人员信息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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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京市基层医生健康教育（爱国卫生）专业

能力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一、行动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

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到 2035 年，要全面建成健康中

国，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强调推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健康科普；建立医务人员开展健康教育与促进的激励机制，把健

康科普纳入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并鼓励各健康组

织开展多种形式面向医疗机构的培训工作。

在党的二十大部署的重点任务——“医防融合”的大背景下，

要求各级医疗机构从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模式、督促责任落

实等方面破题。加强培养培训，夯实医防协同人才基础是深入落

实“医防融合”的必要保障，要求临床医师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

同时，坚持预防为主，开展健康教育、健康知识普及等公共卫生

服务，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全面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二、行动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的决策部署，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能力提升项目，全面提高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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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层医生健康教育（爱国卫生）专业能力，从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形成规范化医防融合的健康教育人才培训模

式和相关标准，为推进健康南京建设奠定坚实的医防融合人才基

础。

三、实施对象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临床执业医师。由各

区分配名额，每区 35名，原则上每区实施对象全部来自辖区内

1-2家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如数量不

足再增加其他机构数量补足人数。行动首批目标人群为 420人。

四、主要步骤

（一）行动启动。各区爱卫办根据行动方案确定目标人群和

机构，由南京市疾控中心、南京健康教育协会提供技术指导，举

办行动启动会。

（二）评估调查。对全市 420 名临床医生进行基础评估（电

子问卷）。

（三）实施行动。实施时间为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

为期 1 年。实施内容包括:

1.向目标医生发放《健康教育人员专业能力建设指南及解

读》。

2.各区建立行动线上微信群，接收推广“南京健康教育”微信

公众号及官方公众平台制作、推送的健康教育胜任力核心知识、

技能相关科普文章，每月在微信群中推送 1-2 次，共 12 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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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包括：医务人员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开展健康生活方式教育；常

见慢性病健康教育要点；运动损伤康复及运动促进健康知识和技

能；健康教育常用理论及应用案例分享；需求评估、制订计划、

实施方案和效果评估能力解读；新媒体健康科普新进展；优秀健

康科普材料欣赏与分析；倡导和动员能力对临床健康教育工作者

的重要意义；传播与沟通理论和技巧；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等。

3.开展线下专题讲座，每 2 个月 1 次，共 6 期。主题包括：

科普演讲技巧；健康科普短视频制作技巧；健康教育基本理论与

案例讲解；健康教育方案设计；临床健康教育常用科学研究方法

和技术；传播与沟通理论和策略等。

4.加强目标人群所在社区医疗机构，健康促进（爱国卫生）

的环境和政策支持，推进医疗机构营造健康促进的工作氛围，提

供平面、视频素材，电子屏、宣传栏等相关宣传资料。

（四）效果评价。行动实施一年后，将对目标人群及相关医

疗机构进行评价，检验行动提升临床医生健康教育专业能力的水

平和效果。

五、组织保障

各区卫健委、区爱卫办、区健康办要深刻认识夯实医防协同

人才基础，提高健康素养水平对推进健康中国、提高全民健康水

平的重要意义，认真配合做好行动组织保障，加强部门沟通协调，

形成合力，扎实开展健康教育（爱国卫生）专业能力提升行动。

（一）加强部门协作。各设区市及项目县（市、区）爱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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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会同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等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共同完成项目任务。各级疾控中心作为各区项目技

术支持部门，协助行政部门开展培训组织、督导评估等工作，切

实提高行动执行力和效率。

（二）落实经费保障。本行动由市卫健委拨付市疾控中心的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专项经费列支，市疾控中心积极争取立项，

配套相关经费并加强项目经费管理。各区卫健委可根据工作实际

统筹使用项目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提高专业技能。各地要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爱国卫生）

体系，加快推进各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建设，按照相关规划、规

范要求配齐、配强专业人员，提升服务能力，增强基层健康促进

与教育服务力量。

（四）强化督导考评。本项目将对各区目标人群全程参与行

动的情况进行定量考核，包括基线和效果评价的参与率，完整阅

读线上学习材料，参加线下培训交流等情况，并对行动中表现优

异的个人和集体给予表彰。在本行动实施过程中表现优异的基层

临床医生，优先推荐参加省、市级健康促进（爱国卫生）技能竞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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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区联系人及参加人员信息回执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是否（助理）临床执业医师

区爱卫办

联系人

区疾控中

心联系人

临床医生

临床医生

临床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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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2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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