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
划(实用9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成绩已属于过去，新一轮的
工作即将来临，写好计划才不会让我们努力的时候迷失方向
哦。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加有条理地进行工作和生活，
提高效率和质量。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
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划篇一

完善健康的服务，拥有健康的人群的目的。使辖区居民群众
掌握有关的健康知识和卫生保健常识，增强大卫生意识、创
建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形成一定的健康行为规范，倡导良
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1、办好健康教育学校。以各社区健康教育学校为主，做到授
课有计划安排、有教师、有教材、有课时、有记录。开课
率100%。

2、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紧紧围绕爱国卫生月“人人动手、清
洁家园”和世界卫生日的主题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组织辖区
单位设立宣传台、涌跃参加黑板报联展，进行评比；各社区
（村）居委会定期在宣传栏中进行健康知识宣传，利用宣传
形成一个较强烈的爱国卫生工作宣传氛围。

3、继续发挥示范点的表率作用。配合县有关部门通过抓好示
范点的健教工作在辖区各单位中推广，各类公共场所、饮食、
工厂等要求单位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对照
《公共场所管理条例》、《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
等法则、法规、条例，教育职工加强大卫生意识，严格操作
规程，防止疾病传播；加强职工的“五期”保健教育，注意
保护职工身体健康。



4、开展“健康社区”、“健康家庭”的试点工作。学习先进
经验，结合城镇道实际，协调有关部门，在环南东路社区居
委会开展“健康社区”“健康家庭”的试点工作。努力改善
社区环境及体育设施，组织居民开展各类强身益体的文化体
育活动；利用社区红十字诊所；开展医疗咨询，编印健康知
识材料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居民的自我保健意识和抗病能力。

5、控烟教育。加强对公共场所控烟单位的控烟宣传，巩固无
吸烟单位成果。

6、定期组织对辖区社区（村）居委会的健康教育档案进行检
查。

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划篇二

东仙坡镇卫生院消除疟疾行动方案（20__-20__年） 疟疾是
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寄生虫病。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我镇的疟疾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为切实做好
我镇消除疟疾工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涿州市消除疟疾行动方案
（20__-20__年）》，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流行县分类

根据国家标准，我市所有县（市、区）均属疟疾流行三类县，
即3年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的流行县。

二、目标与工作指标

（一）总目标。

到20__年底，全市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



（二）阶段目标。

1.到20__年底，所有县（市、区）均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

2.到20__年底，我市以县为单位完成消除疟疾考核工作。

（三）工作指标。

到20__年实现以下指标：

1.技能培训。

（1）所有乡镇卫生院相关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防治基本知识
培训的比例在95%以上。

（2）卫生检疫工作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比
例在95%以上。

2.发热病人疟原虫血检。

3.病例报告、治疗和个案调查。

诊断后24小时内报告率达到100%，疟疾病例规范治疗率达
到100%，流行病学个案调查率达到100%。

4.疫点处置。

疫点（出现疟疾病例并具有传播条件的自然村或居民点）处
置率达到100%，控制疟疾传播。

5.健康教育。

1.技能培训。

（1）乡镇卫生院相关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防治基本知识培训



的比例达到100%。

（2）卫生检疫工作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比
例达到100%。

2.病例报告、治疗和个案调查。

诊断后24小时内报告率保持100%，疟疾病例规范治疗率保
持100%，流行病学个案调查率保持100%。

3.疫点处置。

疫点处置率保持100%。

4.健康教育。

1.消除考核认证。

完成消除疟疾考核认证。

三、防治策略和措施

加强监测和输入病例处置，防止继发传播。根据防治进程和
流行情况的改变，适时调整防治策略。

（一）加强传染源控制和管理。

1.对“三热”病人开展疟原虫血片镜检，或进行快速诊断试
条（rdt）辅助检测。rdt检测阳性者，须采集并保留血片备查。

2.规范治疗疟疾病人。对发现的疟疾病人均应当按照卫生部
下发的《抗疟药使用原则和用药方案》进行治疗。对所有疟
疾病人应当进行全程督导服药。

3.加强疟疾疫情报告。对发现的疟疾病人均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
的规定报告疟疾病例。

（二）加强媒介防制。

1.防蚊灭蚊。疟疾传播季节，各地应当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和
新农村建设，进行环境改造与治理，减少蚊虫孳生场所，降
低蚊虫密度。在疫点采取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和杀虫剂处理
蚊帐等措施。

2.加强个人防护。疟疾传播季节，提倡流行区居民使用驱避
剂、蚊香、蚊帐、纱门纱窗等防护措施，减少人蚊接触。

（三）加强健康教育。

1.加强大众媒体宣传教育。要结合“全国疟疾日”活动，采
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疟疾防治知识和国家消除疟疾政策，
提高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参与疟疾防治和消除工作的积极性。

2.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

3.加强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对中小学健康教育进行部署和安
排，加强对中小学健康教育的指导。

4.加强社区宣传教育。在各医院候诊大厅、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大型工程建设工地等场所开展
疟疾相关知识宣传活动。

（四）加强流动人口的疟疾防治。

1.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部门之间定期交流工作信息。

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疟疾防控工作。流动人口疟疾病
例实行属地化管理。重点人群筛查和相关信息的沟通。



四、政策和保障

（一）加强政府领导，健全管理机制。

明确职责任务，加强组织协调，完善政策措施，解决突出问
题，确保工作到位。建立消除疟疾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制定
工作计划，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保障消除疟疾工作目
标顺利实现。

（二）明确部门职责，强化措施落实。

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共同做好消除疟疾工作。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技术水平。

建立、健全疟疾防治专业队伍。要配备与防治任务相适应的
专职疟疾防治专业人员，乡镇卫生院有专人负责疟疾防治工
作。要逐级分期、分批开展专业技术培训，保证培训效果，
提高人员业务水平。

（三）考核评估。

按照相关要求，将适时组织进行考核评估，并在20__年完成
我镇的疟疾消除证实工作。

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划篇三

完善的健康教育网络是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组织保证。根据
我乡实际情况，医院成立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院
长亲自督促，并指派一名专职人员负责抓此项工作，同时把
部分健康教育工作任务分配到各村卫生室，专人负责此项工
作，专人收集整理健康教育资料，并将健康教育信息及时统
计整理，使健康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1.年初制定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深入
各村卫生室组织居民前来进行健康教育讲座，发放疾病预防
保健知识资料、居民健康素养66条等健康处方及张贴宣传画
报，在诊室、观察室进行电视宣传，加强卫生知识宣传。同
时接受群众咨询，尽可能将健康知识传递给更多的居民。

2.主要做好预防控制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的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工作，利用每次大型宣传咨询活动广泛普及防治高
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卫生科普知
识。定期更换医院及各村卫生室宣传专栏，做到内容丰富、
切合实际、通俗易懂等要求。做好对老年人、孕产妇及儿童
等人群的健康教育，定期为老年人免费体检，接受他们的健
康咨询，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做好青少年健康教育。积极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
惯。

3.结合实际，制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教育、健康促进工
作预案与实施计划，对公众开展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知识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增强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4.定期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卫生院每年不少于12次，各村不
少于6次，大型宣传咨询活动每年不少于9次，卫生院及各村
设立健康教育宣传专栏6期，利用“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4.25”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5.31”世界无
烟、“10.8”中国高血压日、“11.14”世界糖尿病
日、“12.1”艾滋病日等法定宣传日，采取娱乐与宣教相结
合的方式设点进行专项防病知识宣传，同时利用多媒体进行
专题讲座或报道等方式广泛进行宣传，提高居民的防病意识。

为了使健康教育取得实效，要把重点人群教育与普及教育有
机结合起来，通过健康知识宣传和普及，正确引导全乡居民
积极参与各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教育居民把被动的“为
疾病花钱”转变为主动的“为健康投资”，从根本上提高居



民自身的防病知识水平和保健能力。要采取询问、调查等方
式对健康教育工作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进行
补救，全面提升全乡居民的卫生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
率。

xxxxx卫生院公卫科

20xx年二月一日

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划篇四

依照健康教育工作规范要求，做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各项
工作任务。围绕甲型流感、艾滋病、结核病、肿瘤、肝炎等
重大传染病和慢性病，结合各种卫生日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个性是用心开展“世界结核病日”、“世界卫生日”、“全
国预防接种日”、“防治碘缺乏病日”、“世界无烟
日”、“世界艾滋病日”等各种卫生主题日宣传活动。继续
做好针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进城务工人员的艾滋病防治项
目传播材料的播放工作.根据《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开展群众性的健康安全和防范教育，提高群众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潜力。加强健康教育网络信息建设，促进
健康教育网络信息规范化。加强健康教育档案规范化管理。

(一)、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健教工作网络

完善的健康教育网络是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组织保证和有效
措施，xx年我们将结合本社区实际状况，调整充实健康教育志
愿者队伍，加强健康教育志愿者培训;组织人员用心参加市、
区、疾控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提高健康教育工作者自身健
康教育潜力和理论水平;将健康教育工作列入中心工作计划，
把健康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加大经费投入



计划xx年购置新的照相机、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印制健康
教育宣传材料，保障健康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三)、计划开展的健康教育活动

1、举办健康教育讲座

每月定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全年不少于12次。依据居民需
求、季节多发病安排讲座资料，按照季节变化增加手足口、
流感等流行传染病的资料。选取临床经验相对丰富、表达潜
力较强的医生作为主讲人。每次讲座前认真组织、安排、通
知，在讲座后理解咨询、发放相关健康教育材料，尽可能将
健康知识传递给更多的居民。(后附健康教育讲座安排表)

2、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

利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世界卫生日、全国碘缺乏病日、世
界无烟日、全国高血压日、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糖尿病日、
世界艾滋病日等各种健康主题日和辖区重点健康问题，开展
健康咨询活动，并根据主题发放宣传资料。

3、向居民播放健康教育光盘

在输液室设电视及dvd，每周定期播放健康教育光盘，光盘资
料以居民的需要为原则，做好播放记录、播放小结等。

4、开展居民喜闻乐见的活动

计划上半年、下半年各开展一次居民喜欢的健康知识竞赛，
专干提前认真组织，设计试题、配备奖品，让居民在娱乐的
同时学习到日常所需的健康知识。

5、办好健康教育宣传栏



按季度定期对中心的3个健康教育宣传栏更换资料。将季节多
发病、常见病及居民感兴趣的健康常识列入其中，丰富多彩
的宣传健康知识。

6、发挥取阅架的作用

中心大厅设健康教育取阅架，每月定期整理，将居民需要的
健康教育材料摆放其中，供居民免费索取。

(四)、健康教育效果评估

对辖区1%的人口科学规范的进行一次健康知识知晓、技能掌
握、行为构成状况和健康需求等资料的健康教育效果评估。
健康教育专干主要负责设计调查方案、调查问卷、评估总结
等工作。

(五)、健康教育覆盖

计划于xx开展的健康教育讲座、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健康知
识竞赛、播放健康教育光盘、发放健康教育材料等工作的受
教育人数覆盖辖区人口的70%以上，争取让更多的居民学习到
需要的健康知识，从根本上提高居民自身的健康知识水平和
保健潜力，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划篇五

1、在全矿范围内大宣传普及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
等应急知识。

２、通过矿内广播、板报、通讯等有效开式大力宣传事故应
急。

３、结合安全年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大应急教育宣传工作
力度，争取每月有一篇应急教育的宣传报道在《大联盛》上



发表。

４、灵活运用，形式多样，采取员工喜闻乐见的方式有针对
性的进行宣传教育，将宣传教育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员
工。

５、将日常宣传与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宣传教育
结合起来，经常性的开展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工作。

６、要利用突发事件在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时机，结合救援
和调查等工作的开展，及时动态的进行宣传教育，扩大宣传
效果。

７、每月要根据不同的生产实际有针对性的进行宣传教育，
特别要注重结合实际，开展专题宣传工作。８、对于各类宣
传内容要建立完善的基础资料。

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划篇六

依照健康教育工作规范要求，做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各项
工作任务。围绕《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
行)》，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哮喘、宫颈癌、结核病、
肝炎、艾滋病、流感、手足口病和狂犬病等重点疾病及结合
各种卫生日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对青少年、妇女、老年人、
残疾人、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精神病患者、脑卒中患
者、冠心病患者、0～6岁儿童家长、农民工等人群进行健康
教育。特别是积极开展“世界结核病日”、“世界卫生日”、
“全国预防接种日”、“全国碘缺乏病日”、“世界无烟
日”、“全国高血压日”、“世界精神卫生日”“联合国糖
尿病日”、“世界艾滋病日”等各种卫生主题日宣传活动。
根据《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开展群众性的健康
安全和防范教育，提高群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加强健康教育网络信息建设，促进健康教育网络信息规范化。
加强健康教育档案规范化管理。



完善的健康教育网络是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组织保证和有效
措施，xx年我们将结合本镇实际情况，调整充实健康教育队伍，
加强健康教育人员培训;组织人员积极参加市、区、疾控部门
组织的各类培训，提高健康教育工作者自身健康教育能力和
理论水平;将健康教育工作列入中心工作计划，把健康教育工
作真正落到实处。

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毎月至少举办一次。依据群众需求、季
节多发病安排讲座内容，按照季节变化增加h7n9禽流感、手
足口、流感、流行性腮腺炎等流行性的传染病的内容。选择
临床经验相对丰富、表达能力较强的医生作为主讲人。每次
讲座前认真组织、安排、通知，在讲座后接受咨询、发放相
关健康教育材料，尽可能将健康知识传递给的群众。

利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世界卫生日”、“全国预防
接种日”、“全国碘缺乏病日”、“世界无烟日”、“全国
高血压日”、“世界精神卫生日”、“联合国糖尿病
日”、“世界艾滋病日”等各种健康主题日和辖区重点健康
问题，开展健康咨询活动，并根据主题发放宣传资料。

在输液室、观察室、接种室设电视及dvd，每天定期播放健康
教育光盘，光盘内容以群众的需要为原则，做好播放记录等。

定期对院内的健康教育宣传栏更换内容，每两个月更换一次。
将季节多发病、常见病及群众感兴趣的健康常识列入其中，
丰富多彩的宣传健康知识。

计划于xx开展的健康教育讲座、公众健康咨询活动、播放健
康教育光盘、发放健康教育材料等工作的受教育人数覆盖辖
区人口的70%以上，争取让的群众学习到需要的健康知识，从
根本上提高群众自身的健康知识水平和保健能力，促进人们
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划篇七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卫生应急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根据上级卫生部门的安排部署，结合我
院实际，特制定2012年卫生应急工作计划。

1、成立卫生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按照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有关规定和上级主管部门统一要求，设立卫
生应急办公室，有专人负责，以便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全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2、加强卫生应急网络建设。按照上级要求单位设有专职人员
负责卫生应急工作；卫生院挂牌成立卫生应急办公室，要指
导村（居）委员会、学校成立卫生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1、健全完善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制订完善乡镇级卫生应急相
关预案、方案；制订完善医疗卫生单位内部相关预案、方案；
完成全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协调指导学
校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建立预案机制，增
强预案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医院2012年内要举办综合演练，指导各
村所单位做好演练及培训工作，做好对全镇居民的宣传工作。

3、加强卫生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强肠道门
诊、发热门诊、化验室、网络报告系统和流行病学调查能力
建设，进一步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报告、现
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理能力。

4、强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工作。进一步规范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加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核实、
汇总、分析和评估。健全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风险隐患排查
监管工作。



5、做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继
续抓好人禽流感、鼠疫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
对，健全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流行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救灾
防病队伍建设，做好灾前各项准备工作，及时、有序开展救
灾防病工作。

6、加强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不断探索完善卫生应急物资储备
机制，适当储备必需的卫生应急物资，并及时更新，确保卫
生应急工作及时有效开展。

7、加强卫生应急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卫生应急健康教育
和科普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的发现、报告意识，提高人民群
众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等卫生应急的能力，最大程度地
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

进一步落实与全镇各部门的协调和联防联控机制。健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与预警制度、应急报告制度、事件举报
制度、应急处理制度、应急工作督导制度、应急风险沟通制
度、应急工作考评制度等工作制度。制定和完善“卫生事件
报告流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程序”，完善不
明原因肺炎院内会诊和县级专家组会诊制度。健全相关应急
技术操作规范，增强卫生应急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及时
性和有效性。

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划篇八

进一步了解保护眼睛、预防近视眼知识，学会合理用眼;了解
食品卫生基本知识，初步树立食品卫生意识;了解体育锻炼对
健康的作用，初步学会合理安排课外作息时间;初步了解烟草
对健康的危害;了解肠道寄生虫病、常见呼吸道传染病和营养
不良等疾病的基本知识及预防方法;了解容易导致意外伤害的
危险因素，熟悉常见的意外伤害的预防与简单处理方法;了解
日常生活中的安全常识，掌握简单的避险与逃生技能;初步了
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树立保护生命的意识。



(1)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读书写字、看电视、用电脑的卫生
要求;预防近视(认识近视的成因、学会合理用眼、注意用眼
卫生、定期检查);预防眼外伤;不吃不洁、腐败变质、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人体所需的主要营养素;体
育锻炼有利于促进生长发育和预防疾病;睡眠卫生要求;生活
垃圾应该分类放置;烟草中含有多种有害于健康的物质，避免
被动吸烟。

(2)疾病预防：蛔虫、蛲虫等肠道寄生虫病对健康的危害与预
防;营养不良、肥胖对健康的危害与预防;认识传染病(重点为
传播链);常见呼吸道传染病(流感、水痘、腮腺炎、麻疹、流
脑等)的预防;冻疮的预防(可根据地方实际选择);学生应接种
的疫苗。

(3)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人的生命周期包括诞生、发育、
成熟、衰老、死亡;初步了解儿童青少年身体主要器官的功能，
学会保护自己。

(4)安全应急与避险：游泳和滑冰的安全知识;不乱服药物，
不乱用化妆品;火灾发生时的逃生与求助;地震发生时的逃生
与求助;动物咬伤或抓伤后应立即冲洗伤口，及时就医，及时
注射狂犬疫苗;鼻出血的简单处理;简便止血方法(指压法、加
压包扎法)。

1、学校教导处要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做到有教师、有教材、
有教案、有课表、有考核，确保开课率达到100%,全面提高学
生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

2、认真进行健康教育的学科渗透，要在各学科中有意识渗透
健康教育知识，确保100%的`学生健康教育。

3、按照《学校健康教育评价方案》，认真做好健康教育评价
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力争各项指标达标。



4、积极组织健康教育任课教师认真学习钻研教材，制定好教
学计划、坚持集体备课，进行教研活动，及时总结交流教学
经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1、学校大队部是健康教育宣传的主阵地，要充分利用红领巾
广播站宣讲健康教育基础知识，利用红领巾板报办好健康教
育专栏。

2、利用校园电视网络开展专题卫生讲座，宣传卫生和健康知
识。

3、进行健康知识竞赛和健康实际操作能力竞赛。

4、利用主题班队会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行为习惯
教育。

1、教导处要加强健康教育计划制定、备课、教研活动、考核
等方面的检查，并计入量化考核和奖惩。

2、总务处督导检查食品(营养餐)卫生安全工作。

3、各班要利用宣传园地搞好健康教育宣传、传染病预防常识
教育，确保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不低于80%。

1、本学期积极配合上级做好学生体质监测工作。

2、按照“六病”防治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学生
近视眼、龋齿、寄生虫、营养不良、贫血、脊椎弯曲等常见
疾病和麻疹、腮腺炎等传染性疾病的群体预防和矫治。

3、在传染病流行季节，对学生严密关注，认真执行信息报告
制度。

健康教育工作，学校要高度重视，对健康教育工作中的文件、
材料、照片等及时进行收集、整理、归档，确保健康教育档



案的完整与准确。

卫生应急规划 卫生教育工作计划篇九

一、主要工作任务

依照健康教育工作规范要求，做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各项
工作任务。围绕艾滋病、结核病、肿瘤、肝炎，高血压等重
大传染病和慢性病，结合各种卫生日主题开展宣传活动。特
别是积极开展“世界结核病日”、“世界卫生日”、“全国
预防接种日”、“防治碘缺乏病日”、“世界无烟
日”、“世界艾滋病日”等各种卫生主题日宣传活动。继续
做好针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进城务工人员的艾滋病防治项
目传播材料的播放工作、根据《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开展群众性的健康安全和防范教育，提高群众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加强健康教育网络信息建设，促进
健康教育网络信息规范化。加强健康教育档案规范化管理。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健教工作网络

完善的健康教育网络是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组织保证和有效
措施，20__年我们将结合本村实际情况;组织人员积极参加区、
乡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提高健康教育工作者自身健康教育
能力和理论水平;将健康教育工作列入中心工作计划，把健康
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加大经费投入

计划20__年购置新的照相机、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印制健
康教育宣传材料，保障健康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1、举办健康教育讲座



每月定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全年不少于6次。依据居民需求、
季节多发病安排讲座内容，按照季节变化增加手足口、流感
等流行传染病的内容。选择临床经验相对丰富、表达能力较
强的医生作为主讲人。每次讲座前认真组织、安排、通知，
在讲座后接受咨询、发放相关健康教育材料，尽可能将健康
知识传递给的居民。

2、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

利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世界卫生日、全国碘缺乏病日、世
界无烟日、全国高血压日、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糖尿病日、
世界艾滋病日等各种健康主题日和辖区重点健康问题，开展
健康咨询活动，并根据主题发放宣传资料。

3、办好健康教育宣传栏

按季度定期对健康教育宣传栏更换内容。将季节多发病、常
见病及居民感兴趣的健康常识列入其中，丰富多彩的宣传健
康知识。

4、发挥卫生室的作用

将居民需要的健康教育材料摆放其中，供居民免费索取。

(四)健康教育覆盖

计划于20__开展的健康教育讲座、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健康
知识竞赛、播放健康教育光盘、发放健康教育材料等工作的
受教育人数覆盖辖区人口的70%以上，争取让的居民学习到需
要的健康知识，从根本上提高居民自身的健康知识水平和保
健能力，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