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

盱眙县省健康县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健康江苏 2030”规划纲要》和《落实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健康江苏建设的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探

索建立健康县工作模式和长效机制，努力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和

生活质量，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根据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关于深入推进健康县区、健康镇村和健康细胞建设的通知》

（苏爱卫办〔2022〕4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全面开展以“健康传播、健康生

活、健康管理、健康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健康促进行动，

传播健康理念，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

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全面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二、工作目标

1.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建立“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制定有利于居民健康的

公共政策，多部门联合开展健康行动。

2.建设健康村（社区），健康家庭，健康促进医院、健康

学校、健康机关和健康企业，发挥健康场所的示范作用，建设

健康支持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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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员媒体和社会广泛参与，大力开展健康科普，使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创新体制机制，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健康综合干预模

式，探索符合县情实际的健康工作长效机制。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制定方案，全面启动（2023年 8月）。制定出

台《盱眙县省健康县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成立健康县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广泛社会动员。

第二阶段：综合干预，全面达标（2023年 8月—2023年 9

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制定健康公共政策，加

强健康场所、支持性环境建设，针对优先领域和重点人群开展

健康教育与健康综合干预，全面推进健康县建设。

第三阶段：考评督导，效果评价（2023年 9月—10月）。

对照标准开展自查提高，完善各类工作项目及相关资料档案，

确保各项工作指标达到健康县标准；按照分类标准进行建设效

果评估，并提交评估资料，向省市申报验收。

四、主要任务

（一）制定健康政策

1.公共政策。制定切实可行的健康县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

明确目标任务和进度安排等；举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等

政策倡导讲座或培训；各部门结合职责分工，制订完善有利于

健康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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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影响评估。针对当地突出的健康问题，开展跨部门

健康行动；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对

政府及其部门拟定的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健康影响评估。

（二）营造健康环境

1.环境质量。卫生城镇巩固情况良好，顺利通过每轮次的

复审；城镇规划建设布局科学合理，市政环卫设施完善；道路

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无障碍设施健全；公园、绿

道、健康步道等满足居民休闲运动需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 12平方米以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35%以上；空气质量达

到优良天数的比例达 80%以上；城镇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达到

相关标准，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5%以上；开展病媒

生物防制，“四害”密度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农贸市场建设

规范，卫生管理良好。

2.饮用水与食品安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90%以上；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并达标排放；食品采购、贮存、

加工制作、销售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3.污废控制。生活垃圾和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100%；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率，城市达 95%，县（建成区）达 85%；工业企业

“三废”排放符合要求；实现医疗废物收集处理全覆盖；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实施农药化肥减量施用和有机肥替代化肥；农作

物秸秆实现资源化利用，无焚烧秸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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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健康社会

1.健康场所。开展健康镇村建设，省级健康乡镇覆盖率不

低于 30%、健康村（社区）覆盖率不低于 30%；开展健康细胞

建设，健康机关覆盖率达 30%、健康促进学校覆盖率达 80%、

健康促进医院覆盖率达 40%、健康企业覆盖率达 30%；无重特

大安全事件，无社会影响恶劣的伤医案件和严重扰乱正常医疗

秩序的案件；各单位和居民住宅消防设施齐全、完好，在易发

生跌落、触电、溺水等伤害的区域设置安全标志和保护设施。

2.社会保障。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城乡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7%；构建医养结合等适宜的养老服务体系，

发展医养结合服务；为留守、孤儿等特殊儿童群体提供照护服

务；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诊疗

康复服务和人文关怀。

3.无烟环境。开展世界无烟日等控烟宣传活动；辖区室内

公共场所、工作场所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无户外烟草

广告；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党政机关，持续巩固无烟学校、

无烟医疗卫生机构等无烟场所建设成果；医疗机构提供简短戒

烟服务；成人吸烟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或较上一年下降 10%。

（四）提高健康服务

1.卫生资源。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辖区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符合国家及省建设标准；加强疾控体系建设，促进医

防融合，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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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鼓励和规范医务人

员主动开展健康科普；加强县级中医医院特色专科建设，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每万

常住人口拥有全科医生数达 3名，拥有公共卫生人员数达 4名；

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35张。

2.健康管理。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达 90%以上；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达 61%以上；高血

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达 61%以上；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

管理服务率达 61%以上；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

管理率达 80%以上。

（五）培养健康文化

1.健康氛围。领导干部及群众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组织群众性体育赛事和活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口比例达 3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平方米，实现县乡村三

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 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辖区各类学校健

康教育每学期不少于 6课时；学生体质健康合格以上等级比例

达 95%。

2.健康素养。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或较上

一年增加 20%；建立县域健康科普专家库，每年开展健康科普

活动不少于 12次；举办各类健康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县域新媒体开设健康栏目，主动传播卫生

健康知识；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文化作品；开展传播中医



— 7 —

药特色文化活动；有志愿者服务团队，每万人拥有志愿者 1000

人以上。

（六）强化健康组织管理

1.组织领导。县政府公开宣布将健康县建设纳入政府重点

工作（如政府工作报告、县发展规划等）；成立由政府主要负

责人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健康县建设领导小组，明确部门职

责分工，建立工作推进机制；落实专项工作经费。

2.工作网络。完善工作网络，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查阅

机构数量和工作人员名单），网络覆盖率达 100%；开展人员培

训，培训覆盖率达 100%；加强业务指导和督查，发现问题、督

促整改。

3.督导评估。开展基线调查，完成基线调查报告，客观分

析辖区人群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开展由政府牵头、多部门

参与的联合督导和技术指导，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建议；开展

健康县建设效果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健

康县建设水平。

五、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加强创建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

实施，确保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县政府成立盱眙县健康县建设

领导小组，负责拟定健康县建设的政策措施，推进目标任务落

地见效，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各成员单位要根据

工作任务，切实加强本部门的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负责推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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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落实。

2.大力宣传，营造氛围。各单位要利用新闻媒体开展经常

性的宣传报道，让广大居民充分了解省健康县建设工作的重要

意义和根本目的，提升参与度，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3.加大督查，确保质效。健康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组织

开展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落实整改措施。切实提升

工作成效，确保实现建设目标。

附件：1.盱眙县省健康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盱眙县省健康县建设任务分解表

3.江苏省健康县评价指标（试行）

4.盱眙县省健康县建设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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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盱眙县省健康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 俊 县政府副县长、县红十字会会长

副组长：张 霞 县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成 员：马 俊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二级主任科员

张 颖 县政务公开服务中心主任

丁 飞 县文明办副主任、三级主任科员

何 辉 县发改委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徐 伟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

县总工会副主席（挂职）

杨开华 县委教育工委委员、县教育体育局三级

主任科员

罗本真 县人社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李守新 县科技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

丁 松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四级高级警长

卢 旭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朱 燕 县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滕 坤 县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二级主任科员

邱志军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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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奎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夏吉成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

高永斌 县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主办

万明礼 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宋馨遐 县审计局副局长

沈 珂 县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 军 县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主任科员

周成浩 县水务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赵 娜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农艺师

陈 平 县医保局副局长

王礼富 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尤传波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

董有为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体旅

游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韩业波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四级高级主办

余海波 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韦 伟 县统计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

王 曦 团县委副书记（兼职）、马坝镇宣传科员

姚 军 县妇联副主席

马广能 县残联副理事长

梁玉兰 县红十字会副会长、秘书长

蔡康林 盱眙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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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卫军 盱眙烟草公司副经理

魏忠明 县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

赵穆清 马坝镇人大副主席

徐 璇 官滩镇副镇长

李 婷 黄花塘镇副镇长

朱才慧 桂五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三级主任科员

邱钱华 管仲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陈 凯 河桥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孟凡伦 鲍集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三级主任科员

张 靓 淮河镇副镇长

吕 林 天泉湖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汪 远 穆店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陈亚春 盱城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刘 宇 古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莫 梅 太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三级主任科员

傅长江 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卫生健康委员会，魏忠

明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 12 —

附件 2

盱眙县省健康县建设任务分解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分）
指标内容

权重

（分）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一、健康

政策（10
分）

公共政策 5分

1.制定切实可行的健康县区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进度安排等（2
分）；

2分
政府办

卫健委
8月

2.举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等政策倡导讲座或培训（1分）； 1分 卫健委 8月

3.各部门结合职责分工，制订完善有利于健康的公共政策（2分）。 2分 各相关部门 8月

健康影响

评估
5分

4.针对当地突出的健康问题，开展跨部门健康行动（2分）； 2分
卫健委

爱卫成员单位
8月

5.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1分）；对政府及其部门拟定的政策

和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健康影响评估（2分）。
3分

卫健委

爱卫成员单位
8月

二、健康

环境（20
分）

环境质量 10分

6.卫生城镇巩固情况良好，顺利通过每轮次的复审（2分）； 2分
卫健委

各镇街

爱卫成员单位

9月

7.城镇规划建设布局科学合理，市政环卫设施完善（1分）； 1分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城管局
9月

8.道路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无障碍设施健全（1分）； 1分 住建局 9月

9.公园、绿道、健康步道等满足居民休闲运动需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2平方米

以上（1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35%以上（1分）；
2分

住建局

城管局

教体局

9月

10.空气质量达到优良天数的比例达 80%以上（1分）； 1分 生态环境局 9月



— 13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分）
指标内容

权重

（分）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二、健康

环境（20
分）

环境质量 10分

11.城镇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达到相关标准，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5%以上（1
分）；

1分
城管局

农业农村局

各镇街

9月

12.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四害”密度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1分）； 1分
卫健委

各机关单位

各镇街

9月

13.农贸市场建设规范，卫生管理良好（1分）。 1分
市场监管局

城管局

各镇街

9月

饮用水与

食品安全
4分

14.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1分）； 1分 生态环境局 9月

15.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90%以上（1分）； 1分
住建局

水务局

卫健委

9月

16.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并达标排放（1分）； 1分 生态环境局 9月

17.食品采购、贮存、加工制作、销售符合食品安全要求（1分）。 1分 市场监管局 9月

污废控制 6分

18.生活垃圾和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100%（1分）； 1分 城管局 9月

19.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城市达 95%，县（建成区）达 85%（1分）； 1分 住建局 9月

20.工业企业“三废”排放符合要求（1分）； 1分 生态环境局 9月

21.实现医疗废物收集处理全覆盖（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22.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实施农药化肥减量施用和有机肥替代化肥（1分）； 1分 农业农村局 9月

23.农作物秸秆实现资源化利用，无焚烧秸秆现象（1分）。 1分
农业农村局

生态环境局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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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分）
指标内容

权重

（分）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三、健康

社会（20
分）

健康场所 9分

24.开展健康镇村建设，省级健康乡镇覆盖率不低于 30%（2分）、健康村（社区）覆盖

率不低于 30%（1分）；
3分

卫健委

各镇街
9月

25.开展健康细胞建设，健康机关覆盖率达 30%（1分）； 1分
卫健委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各机关单位

9月

26.健康促进学校覆盖率达 80%（1分）； 1分 教体局 9月

27.健康促进医院覆盖率达 40%（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28.健康企业覆盖率达 30%（1分）； 1分 工信局 9月

29.无重特大安全事件，无社会影响恶劣的伤医案件和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案件（1
分）；

1分
应急管理局

公安局

卫健委

9月

30.各单位和居民住宅消防设施齐全、完好，在易发生跌落、触电、溺水等伤害的区域

设置安全标志和保护设施（1分）。
1分

消防大队

供电公司

水务局

相关单位

9月

社会保障 6分

31.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1分）； 1分 医保局 9月

32.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7%（1分）； 1分 人社局 9月

33.构建医养结合等适宜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医养结合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

多样化养老服务，着力保障独居、空巢、失能（含失智）、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

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1分）；为留守、孤儿等特殊儿童群体提供照护服务

（1分）；

2分
民政局

残 联

卫健委

9月

34.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1分）； 1分
卫健委

教体局
9月

35.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诊疗康复服务和人文关怀（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 15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分）
指标内容

权重

（分）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三、健康

社会（20
分）

无烟环境 5分

36.开展世界无烟日等控烟宣传活动（1分）； 1分 卫健委
适时

完成

37.辖区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无户外烟草广告（1
分）；

1分

各镇街

各单位

交通局

烟草公司

9月

38.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党政机关，持续巩固无烟学校、无烟医疗卫生机构等无烟

场所建设成果（1分）；
1分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各镇街

教体局

卫健委

9月

39.医疗机构提供简短戒烟服务（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40.成人吸烟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或较上一年下降 10%（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四、健康

服务（20
分）

卫生资源 10分

41．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辖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符合国家及省建设标准（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42.加强疾控体系建设，促进医防融合，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43.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鼓励和规范医务人员主动开展健康科

普（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44.加强县级中医医院特色专科建设，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中医馆、配

备中医医师（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45.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全科医生数达 3名（2分），拥有公共卫生人员数达 4名（2
分）；

4分 卫健委 9月

46.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35张（2分）。 2分 民政局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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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分）
指标内容

权重

（分）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四、健康

服务（20
分）

健康管理 10分

47.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达 90%以上（2分）； 2分 卫健委 9月

4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达 61%以上（2分）； 2分 卫健委 9月

49.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达 61%以上（2分）； 2分 卫健委 9月

50.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达 61%以上（2分）； 2分 卫健委 9月

51.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达 80%以上（2分）。 2分

政法委

卫健委

公安局

各镇街

9月

五、健康

文化（15
分）

健康氛围 5分

52.领导干部及群众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1分）； 1分 文明办 9月

53.组织群众性体育赛事和活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 32%（1分）； 1分 教体局 9月

54.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平方米，实现县乡村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 15分钟健身圈

全覆盖（1分）；
1分 教体局 9月

55.辖区各类学校健康教育每学期不少于 6课时（1分）； 1分 教体局 9月

56.学生体质健康合格以上等级比例达 95%（1分）。 1分 教体局 9月

健康素养 10分

57.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或较上一年增加 20%（2分）； 2分 卫健委 9月

58.建立县域健康科普专家库，每年开展健康科普活动不少于 12次（2分）； 2分 卫健委 9月

59.举办各类健康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2分）； 2分 卫健委 9月

60.县域新媒体开设健康栏目，主动传播卫生健康知识（1分）； 1分 融媒体中心 9月

61.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文化作品（1分）； 1分
各镇街

各单位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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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分）
指标内容

权重

（分）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五、健康

文化（15
分）

健康素养 10分
62.开展传播中医药特色文化活动（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63.有志愿者服务团队，每万人拥有志愿者 1000人以上（1分）。 1分 文明办 9月

六、组织

管理（15
分）

组织领导 6分

64.县区政府公开宣布将健康县区建设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如政府工作报告、县区发展

规划等）（2分）；
2分

政府办

发改委
9月

65.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健康县区建设领导小组，明确部门职

责分工，建立工作推进机制（2分）；
2分

政府办

卫健委
8月

66.落实专项工作经费（2分）。 2分 财政局 8月

工作网络 3分

67.完善工作网络，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查阅机构数量和工作人员名单），网络覆盖

率达 100%（1分）；
1分

各镇街

各单位
8月

68.开展人员培训，培训覆盖率达 100%（1分）； 1分 卫健委 8月

69.加强业务指导和督查，发现问题、督促整改（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评估督导 6分

70.开展基线调查，完成基线调查报告，客观分析辖区人群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2
分）；

2分 卫健委 8月

71.开展由政府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合督导和技术指导，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建议（1
分）；

1分
政府办

爱卫成员单位
9月

72.开展健康县区建设效果评估，形成评估报告（2分）； 2分 卫健委 9月

73.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健康县区建设水平（1分）。 1分 卫健委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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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健康县（区）评价指标（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得分

一、健康政

策（10 分）

公共政策 5分
1．制定切实可行的健康县区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进度安排等（2分）；

2．举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等政策倡导讲座或培训（1分）；各部门结合职责分工，制订完善有利于健康的公

共政策（2分）。

健康影响

评估
5分

3．针对当地突出的健康问题，开展跨部门健康行动（2分）；

4．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1分）；对政府及其部门拟定的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健康影

响评估（2分）。

二、健康环

境（20 分）

环境

质量
10分

5．卫生城镇巩固情况良好，顺利通过每轮次的复审（2分）；

6．城镇规划建设布局科学合理，市政环卫设施完善（1分）；

7．道路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无障碍设施健全（1分）；

8．公园、绿道、健康步道等满足居民休闲运动需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2平方米以上（1分），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 35%以上（1分）；

9．空气质量达到优良天数的比例达 80%以上（1分）；

10．城镇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达到相关标准，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5%以上（1分）；

11．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四害”密度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1分）；

12．农贸市场建设规范，卫生管理良好（1分）。

饮用水与

食品安全
4分

13．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1分）；

14．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90%以上（1分）；

15．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并达标排放（1分）；

16．食品采购、贮存、加工制作、销售符合食品安全要求（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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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得分

二、健康环

境（20 分）
污废控制 6分

17．生活垃圾和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100%（1分）；

18．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城市达 95%，县（建成区）达 85%（1分）；

19．工业企业“三废”排放符合要求（1分）；

20．实现医疗废物收集处理全覆盖（1分）；

21．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实施农药化肥减量施用和有机肥替代化肥（1分）；

22．农作物秸秆实现资源化利用，无焚烧秸秆现象（1分）。

三、健康社

会（20 分）

健康场所 9分

23．开展健康镇村建设，省级健康乡镇覆盖率不低于 30%（2分）、健康村（社区）覆盖率不低于 30%（1分）；

24．开展健康细胞建设，健康机关覆盖率达 30%（1分）、健康促进学校覆盖率达 80%（1分）、健康促进医院覆盖

率达 40%（1分）、健康企业覆盖率达 30%（1分）；

25．无重特大安全事件，无社会影响恶劣的伤医案件和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案件（1分）；

26．各单位和居民住宅消防设施齐全、完好，在易发生跌落、触电、溺水等伤害的区域设置安全标志和保护设施（

1分）。

社会保障 6分

27．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1分）；

28．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7%（1分）；

29．构建医养结合等适宜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医养结合服务（1分）；

30．为留守、孤儿等特殊儿童群体提供照护服务（1分）；

31．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1分）；

32．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诊疗康复服务和人文关怀（1分）。

无烟环境 5分

33．开展世界无烟日等控烟宣传活动（1分）；

34．辖区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无户外烟草广告（1分）；

35．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党政机关，持续巩固无烟学校、无烟医疗卫生机构等无烟场所建设成果（1分）；

36．医疗机构提供简短戒烟服务（1分）；

37．成人吸烟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或较上一年下降 1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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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得分

四、健康服

务（20 分）

卫生资源 10分

38．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辖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符合国家及省建设标准（1分）；

39．加强疾控体系建设，促进医防融合，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1分）；

40．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鼓励和规范医务人员主动开展健康科普（1分）；

41．加强县级中医医院特色专科建设，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1分）；

42．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全科医生数达 3名（2分），拥有公共卫生人员数达 4名（2分）；

43．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35张（2分）。

健康管理 10分

44．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达 90%以上（2分）；

4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达 61%以上（2分）；

46．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达 61%以上（2分）；

47．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达 61%以上（2分）；

48．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达 80%以上（2分）。

五、健康文

化（15 分）

健康氛围 5分

49．领导干部及群众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1分）；

50．组织群众性体育赛事和活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 32%（1分）；

51．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平方米，实现县乡村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 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1分）；

52．辖区各类学校健康教育每学期不少于 6课时（1分）；

53．学生体质健康合格以上等级比例达 95%（1分）。

健康素养 10分

54．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或较上一年增加 20%（2分）；

55．建立县域健康科普专家库，每年开展健康科普活动不少于 12次（2分）；

56．举办各类健康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2分）；

57．县域新媒体开设健康栏目，主动传播卫生健康知识（1分）；

58．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文化作品（1分）；

59．开展传播中医药特色文化活动（1分）；

60．有志愿者服务团队，每万人拥有志愿者 1000人以上（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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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得分

六、组织管

理（15 分）

组织领导 6分

61．县区政府公开宣布将健康县区建设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如政府工作报告、县区发展规划等）（2分）；

62．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健康县区建设领导小组，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建立工作推进机制

（2分）；

63．落实专项工作经费（2分）。

工作网络 3分
64．完善工作网络，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查阅机构数量和工作人员名单），网络覆盖率达 100%（1分）；

65．开展人员培训，培训覆盖率达 100%（1分）；

66．加强业务指导和督查，发现问题、督促整改（1分）。

督导评估 6分

67．开展基线调查，完成基线调查报告，客观分析辖区人群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2分）；

68．开展由政府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合督导和技术指导，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建议（1分）；

69．开展健康县区建设效果评估，形成评估报告（2分）；

70．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健康县区建设水平（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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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盱眙县省健康县建设宣传标语

1.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2.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追求健康生活方式。

3.让健康在心中发芽，让和谐在盱眙开花。

4.全民健身一起来，健康盱眙赢未来。

5.我健康、我快乐、我幸福。

6.健康促进手牵手，幸福盱眙齐步走。

7.健康让生活更美好。

8.清洁卫生家家乐，健康环境处处春。

9.关注健康多一点，快乐生活每一天。

10.全民参与、整县推进、健康盱眙、幸福人生。

11.把健康教育抓在前头，把疾病危害控在源头。

12.一起携手运动，赢得健康常在。

13.魅力盱眙美如画，健康促进惠万家。

14.你我卫生一小步，健康促进一大步。

15.普及科学防病知识，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6.健康生活方式，乐享精彩人生。

17.一个城市一个家，健康促进靠大家。

18.拒绝烟草，珍爱生命。

19.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20.远离烟草，崇尚健康，爱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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