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世界卫生日广播稿(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界卫生日广播稿篇一

a：迷蒙的苍穹里，已经飘起了如烟如雾的丝雨，那漫空飞舞
的晶莹，似在轻呼着初夏的暖意。

a：旷野的草叶上，渐渐地生出了一滴滴晶莹的水珠，悄悄地
润湿了春天的歌喉。

b：春季的雨裹着生机，踩着芬芳的山风，温柔地向我们走来。

a：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

b：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中午好。

甲：我是xx，乙：我是xx；我是甲：今天的红领巾广播由我们
为大家主持。

a：今天下着大雨，让人好想念４月７日上周六的晴朗天气。（b
是呀，相信同学们一定和我们一样喜欢晴天。）

你知道吗４月７日是世界卫生日。１９４８年４月７日，联
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生效。自１９５０年起，联合国决定
将每年的４月７日定为世界卫生日，并为每年的卫生日确定
一个与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的主题，以提高全世界对卫生领域
工作的认识，促进该领域工作的开展。



自1950年以来，世卫组织每年都会为4月7号的世界卫生日设
定一个主题，以此引起全世界对主题涉及问题的高度重
视。20xx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确定为控制抗菌素耐药性这个问
题。抗生素可用于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比如；感冒炎症，
就会去医院挂青霉素，吃头孢菌素。但是长期使用，我们会
发现，作用不大，就要加大剂量，这就是我们的身体产生抗
药性。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落实医院感染控制措施，
加强有关谨慎使用抗生素的国家政策，从而减少细菌对抗生
素产生抗药性的机会。

抗菌素耐药性是一个严重问题，影响到传染病控制的核心工
作并有可能阻碍其进展，甚至可能出现倒退。超级病菌的出
现就说明了人类随意滥用抗生素的危害。这种超级病菌可让
致病菌变得无比强大，抵御几乎所有抗生素，且10年内将无
药可用。耐药性是微生物的自然反应，但通过谨慎和适当地
使用抗生素，可予以控制。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些春季防病小知识，本期的有奖问答的
答案就在其中，你可要认真收听噢。本期有奖问答的题目是，
用什么水漱口，对春季预防感冒有帮助呢。再重复一遍：用
什么水漱口，对春季预防感冒有帮助呢。

现在正值春季，天气乍暖还寒，一天之内温差很大，稍不慎
就会染病。同学们对保暖缺乏足够的意识而容易感冒，很少
注意饮食卫生，容易患肠道疾病。

建议大家多注意天气变化，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均衡饮
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还要经常将教室、
办公室、寝室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多喝水多吃些
水果注意休息，也可在室内放些醋，热的醋易挥发，醋味弥
漫在空气中有消毒作用。在早春季节要预防各类易患的疾病，
在流感高发期，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

除上述温馨提醒外，建议同学们注意以下几点：



防春寒：早春时期人体皮肤毛孔开放，要根据天气变化，适
时增减衣服，防止风寒等症侵袭。

防营养不良：春季人体内维生素最缺乏，常见维生素缺乏症
有口角破裂，口腔粘膜破溃等。应多吃维生素多的食品，如
新鲜蔬菜、荠菜、土豆、胡萝卜、西红柿等。保持饮食均衡
全面。饮食要营养和全面，适当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菜、水
果。多喝白开水也能有效的地域、、抵御感冒病毒的侵袭。
每天要喝20xx毫升的白开水，尤其是睡前和早晨起床后要喝
杯温白开水，有利于稀释血液，促进血液的循环。

防春困：春天人体活动多，新陈代谢加快，体内氧分消耗量
大，同学们容易感到精神不振，全身乏力，昏昏欲睡。医生
建议大家走出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筋骨，使大脑的血
液循环保持良好的状态。

防风疹：此病多发热，体温不太高，1—2天后面部、颈部皮
肤出现淡红色疹子，在24小时内迅速蔓延至全身，但手掌、
足底大多无疹子。确诊的病人应隔离治疗。

防流感：该病通过病人和隐性感染者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
表现为畏寒，高热，全身酸痛，乏力，咽喉干痛，面颊潮红，
眼结膜充血。建议流行季节要注意室内空气流通，少去公共
场所，最好带口罩，以免互相传染。

发现病人应进行隔离治疗。保持居室通风，居室应坚持每天
开窗通风两次，每次20分钟左右。风和日丽的天气通风时间
可长些，且不要在室内抽烟。

防流脑：流脑易在春季流行，患者多为儿童但成年人也不可
掉以轻心。流脑起病急、来势凶猛、传播快。病似感冒，症
状为流鼻涕、咳嗽、头痛发热等，严重者有头痛加剧、嗜睡、
颈部强直、有喷射样呕吐和昏迷休克等危重症状。



防甲型肝炎：春季是甲型肝炎的多发季节。若出现饭后恶心、
呕吐、乏力、面黄、小便像浓茶等症状，应及时去医院诊治。

看看春季我们该如何预防感冒预防感冒除了吃药治疗外，也
可以用一些物理疗法。

a：热水泡脚。每晚用较热的水（温度以能接受为度）洗脚15
分钟。要注意洗脚时水量要没过脚面，洗后双脚要发红才可
预防感冒。

b：盐水漱口。每天早晚、餐后用盐水漱口以清除口腔病菌。
流感流行的时节应注意用盐水漱口，此时仰头含漱使盐水充
分冲洗咽部效果更佳。

c：坚持有氧运动。每天到户外进行有氧运动。根据个人爱好，
可选择步行、慢跑、打球、广播体操等。这样可有效增强心
肺功能，法，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提高身体抵抗力和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此外，有眼睛干涩者，可在工作间
隙作一分钟眨眼运动，以促进泪液的分泌和循环。咽干舌燥
者，可做舌头操，每天晨起后微闭口唇，舌添上腭，当唾液
满嘴是，随意念徐徐咽下，如此反复3—4次，可起滋润口腔，
濡养脾胃的作用。

甲：预防感冒、贵在锻炼

感冒看起只是小病，实际上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细菌、病毒
可侵入血液循环，其所到之处可引发多种疾病。感冒特别容
易侵害体质弱的人群。而一些年轻人由于生活不规律，缺乏
身体锻炼，学习压力大，精神紧张，加之出入人员密集场所，
接触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机会增多。因此为了我们的健康体魄，
去参加户外活动锻炼吧，去自由的呼吸清新空气，去投入春
天的怀抱！

在广播中你知道了，用什么水漱口，对春季预防感冒有帮助



呢。请将答案交给各班的广播站负责人，我们将在周四为你
揭晓获奖名单。

愿它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伴随你度过金色的童年。感谢
大家的收听，再见。

世界卫生日广播稿篇二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的红领巾广播由我们四《1》中队主持，主题是“环保，
从我做起！”

主持人甲：少先队员们，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你们知道吗？
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它和人类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主持人乙：地球存在已有几十亿年的历史了，如果把这几十
亿年时间算作一天，那么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还不到一
秒钟哪！

我们还是学生，能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地球做些什么呢？

主持人乙：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例如：不乱扔垃圾，
节约用纸，义务植树，不大声喧哗，减少噪音污染。

主持人甲：说得真好，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保护
环境，人人有责。所以今天我们的班会主题是：环保，从我
做起！

主持人乙：爱护环境，我们应呼吁所有人从现在做起，从自
我做起，首先请欣赏诗朗诵：《呼吁》。

呼吁



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想等到那一天，那一天将是世界
末日

所以身在地球母亲怀抱的每一个人要手拉手。心连心。担起
创造，爱护妈妈绿色容颜的责任。

为了明天会更好。为了我们的地球母亲能青春永驻。为了我
们的子孙能在清新。透明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

我要想全球呼吁那些乱伐树木，污染水源等等破坏生态平衡
的人们，快快住手吧！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片环保爱心，世界真的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乙：你领悟到了什么呢？那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甲：上街购物自备购物袋，每天少用几个塑料袋也可减少垃
圾。

乙：我无法阻止人们乱砍伐有限的森林资源。但我可以节约
每一张纸，我可以爱护花草树木。

甲：参加环保工作，宣传环保知识。

乙：看到水龙头没关紧，赶紧关上。

甲：参加环保组织，成为会员。

乙：节约用电。

甲：外出吃饭如有剩余，打包回家。

乙：用过一面的纸翻过来做草稿纸。

甲：把不用的书籍、文具、衣服等捐赠给贫



乙：说得真好，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无法阻止破坏环境的事
情太多，但我们能做到保护环境的事也不少，我们可以从小
事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起。

合：让我们的周围充满芳香，让我们的地球永保绿色！

甲：亲爱的同学们，为了地球的环境不再继续恶化，为了我
们有美好的未来，就必须行动起来。

乙：是啊，只要人人都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的
家园就会更加美好！

合：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保护好我们唯一的地球，唯一的
家园吧！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共同走向美好的明天！今
天的广播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世界卫生日广播稿篇三

甲：敬爱的老师们！

乙：亲爱的同学们！

甲、乙：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

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甲：当灿烂的晨曦暖着整个校园，采撷一缕阳光，编织成七
彩的花环。

乙：留住一丝清风，播撒出希望的明天。



甲：带走一片笑容，永远与我们同行。

乙：我激动，我们再次在红领巾广播站相遇。

甲：我高兴，我们又一次相聚在这美好的时刻。

乙：同学们，四月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可你还知道四月是
个什么月吗？告诉你吧，四月是全国爱国卫生月。因为卫生
工作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请大家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
中积极主动做好卫生工作，保持良好的正确的卫生习惯，促
进健康成长。

一、世界卫生日的由来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要
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来强调健康对于劳动创造和幸福生活的
重要性。

1948年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要求建立“世界卫生日”以纪念
世界卫生组织的诞生。自1950年以来，每年于4月7日庆祝世
界卫生日。每年为世界卫生日选定一个主题，突出世卫组织
关注的重点领域。

世界卫生日是一次全球性机会，注重于影响国际社会的主要
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日启动较长期宣传规划，持续至4
月7日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把20xx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确定为“拯救生命，
加强医院抵御紧急情况的能力”，着重于卫生设施的安全性，
以及为受紧急情况影响者进行治疗的卫生工作人员的应变能
力。世界各地的活动将突出成功的事例，倡导设计和建造安
全的设施，并推动广泛的应急防备。

二、饮食与健康



食品卫生与安全知识宣传，旨在增强同学们的食品卫生与安
全意识，掌握相关常识，具备安全防范能力，从而更好地热
爱生活，关爱生命，保护自己。

饮食（又称"膳食"）是指我们通常所吃的食物和饮料。所有
的食物都是来自植物和动物。人们通过饮食获得所需要的各
种营养素和能量，维持自身的健康。合理的饮食，充足的营
养，能提高一代人的健康水平，还能预防多种疾病的发生发
展，延长寿命，提高民族素质。不合理的饮食，营养素过度
或不足，都会给健康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

饮食过度会因为营养过剩导致肥胖症、糖尿病、胆石症、高
脂血症、高血压等很多种疾病，甚至各种癌症等。不仅严重
影响健康，而且会缩短寿命。

饮食中长期营养素不足，可以导致营养不良、贫血，多种元
素、维生素缺乏，影响我们智力生长发育，人体抗病能力及
劳动、工作、学习的能力下降。

饮食的卫生状况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食物上带有的细菌和
有毒的化学物质，随食物进入人体，可引起急、慢性中毒，
甚至可引起恶性肿瘤。

总之，饮食得当与否，不仅对自身的健康和寿命影响很大、
而且影响到后代的健康。因此，只有合理的饮食，才能从营
养和卫生两方面把好“病从口入”关。

三、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生活中一日三餐是每个人所必不少的。但如不注意饮食卫生，
就会“病从口入”，引起食物中毒，影响身体健康，甚至会
危及生命安全。特别是在集体环境中生活的同学们，更应注
意防止食物中毒。



要防止食物中毒，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个人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卫生习惯，吃食品最好
不要用手直接拿，要垫一个干净的食品袋或用你自己的餐具。

2、餐具卫生。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专用餐具（碗、筷、勺，吃
饭之前用开水烫一遍），饭后洗干净存放在一个干净的塑料
袋内或纱布袋内，妥善保存好，吃过油腻的饭菜餐具要用洗
涤剂刷洗干净，并用自来水冲洗。餐具应经常保持清洁卫生。

3、饮食卫生。生吃的蔬菜、瓜果、梨桃之类的食物一定要洗
净皮，最好在开水里烫3～5分钟再食用。选择食品时一定要
新鲜、干净，不要吃隔夜变味的饭菜。绝对不能食用腐烂变
质的食物和病死的禽、畜肉。剩饭菜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食用时一定要再蒸熟、煮透，夏季气候炎热，一定要喝开水，
或凉开水。生水中含有大量矿物质和细菌，未经煮沸饮用也
会发生中毒。外出玩耍或旅游购买饮料、食品时，一定要购
买有注册商标、厂家、产地、近期出厂的商品。最好不要到
没有卫生合格证、经营许可证的个体摊点购买食品，以防上
当受骗引起食物中毒。另外认不准的野菜、磨菇不要乱吃。

四、卫生日常见小知识

1、什么是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食物中毒主要指人们食用了有毒食物在短时间内引起急性胃
肠道症状为主的一种急性食源性疾患。

2、食物中毒有什么特征

食物中毒的潜伏期短，发病经过急骤，在相近时间内可能有
大量同样的病人发病，呈暴发过程，中毒症状出现早者一般
多在食后1—2小时，出现晚者1天左右，吃同一食物的人几乎



同时发病。如果在某个家庭或集休突然有多人出现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严重者甚至出现休克，那就表示极有可能
发生食物中毒，应及时送医院抢救，同时要保留现场，留取
病人的呕吐物、排泄物及剩余食物，送验确诊。

3、冰箱内食物也能引起中毒

冰箱并不是食品保鲜、储藏的保险柜。许多疾病正是来源于
吃了冰箱内不新鲜的或是被污染的食品所致。人们在往冰箱
中存放食物时常出现生熟食品的混放现象，以致食品污染或
变质，造成食品再污染。

冰箱冷藏室的温度一般在0—5℃左右，这温度对大多数的细
菌的繁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是一些嗜冷菌，如大肠杆菌、
伤寒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都依然很活跃。它们的大量繁
殖自然会造成食品的变质。所以，食用这样的食物后，出现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等全身症状。这就是人们所
不知道的“电冰箱食物中毒”。

要想防治“电冰箱食物中毒”其实也不难，只要做到以下几
点即可：

（1）家庭可考虑选用—18℃的低温冷冻箱，它对于家庭食品
保鲜和存储，以及减少食品再污染方面都具有较好的效果。

（2）熟食在冰箱冷藏的时间不宜太长（食用前要经过加热处
理），一般说来，细菌耐寒不耐热，在高温下很快死亡。

（3）在电冰箱使用过程中，要长期保持电冰箱的内部清洁卫
生，生、熟食要分开放，并且存放时间不能过长。

4、预防肠道传染病，应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管好饮食卫
生。



个人预防肠道传染病，应做好以下几点：食熟食、饮开水、
洗净手

1、食熟食，指不吃生食物，要吃煮熟的食物，隔餐食物也要
重新加热煮熟后才食用；生熟食物不要混放，要备有分别切
生、熟食的砧板；未消毒和已消毒的食具要分开存放。

2、饮开水，就是不喝生水，要饮开水。

3、洗净手，要求出外回家，点钞之后，饭前便后等，都要用
肥皂洗手。

最后，红领巾广播台对全体少先队员几点寄语：

1、热爱生活：关爱生命，保护自己。

2、注意卫生：养成好习惯

3、管好嘴巴：防止“病从口入”

4、合理膳食：营养平衡不挑食

5、勤俭

本次红领巾广播站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世界卫生日广播稿篇四

甲：敬爱的老师们！

乙：亲爱的同学们！

合：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

甲：我是广播员



乙：我是广播员

甲：当灿烂的晨曦温暖着整个校园，采撷一缕阳光，编织七
彩花环。

乙：留住一丝清风，播撒希望明天。

甲：带走一片笑容，永远与我们同行。

乙：我激动，我们再次在红领巾广播站相遇。

甲：很高兴，我们又一次相聚在这美好的时刻。

乙：同学们，天气逐渐转冷，我们在添衣服时要注意饮食和
卫生，因为卫生工作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请大家在日常工
作、学习、生活中积极主动做好卫生工作，保持良好正确的
卫生习惯，促进健康成长。

甲：本期的红领巾广播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饮食与健
康、二是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饮食（又称"膳食"）是指我们通常所吃的食物和饮料。我们
应该要合理的饮食。

乙：同学们只为了一时的享受，殊不知这些发出阵阵香味的
食物，是来自地下工厂、非法制造的、有些炸食品的油还是
反复使用的。吃了这种不健康的食物，轻则拉肚子，重则胃
肠炎。

甲：饮食中长期营养不足，可以导致营养不良、贫血，多种
元素、维生素缺乏，影响我们智力生长发育，人体抗病能力
及劳动、工作、学习的能力下降。

乙：饮食的卫生状况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食物上带有的细
菌和有毒的化学物质，随食物进入人体，可引起急、慢性中



毒。

乙：生活中一日三餐是每个人所必不可少的。但如不注意饮
食卫生，就会“病从口入”，引起食物中毒，影响身体健康，
甚至会危及生命安全。

甲：要防止食物中毒，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个人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卫生习惯，吃食品最好
不要用手直接拿，要垫一个干净的食品袋或用你自己的餐具。

乙：2、餐具卫生。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专用餐具。

甲：3、饮食卫生。生吃的蔬菜、瓜果、梨桃之类的食物一定
要洗净皮，最好在开水里烫3～5分钟再食用。外出玩耍或旅
游购买饮料、食品时，要到有卫生合格证、摊点购买食品，
以防上当受骗引起食物中毒。另外认不准的野菜、磨菇不要
乱吃。乙：5、不要随意摘野果吃。这样也会中毒。

甲：最后，红领巾广播站对全体少先队员提出几点希望：

乙：1、热爱生活：关爱生命，保护自己。

甲：2、注意卫生：养成好习惯

乙3、管好嘴巴：防止“病从口入”

甲4、合理膳食：营养平衡不挑食

乙5、勤俭节约：吃饱不浪费

甲：接下来请倾听经典诵读：

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



“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

“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

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

“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

乙：红领巾广播站又要与大家说再见了。亲爱的同学们，我
们衷心地祝愿：红领巾广播站能成为你的良师益友，愿它能
带走你所有的烦恼，为你带去无尽的欢乐。

甲：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健康歌》。

世界卫生日广播稿篇五

甲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中午好在这个明媚的春日里校园广
播又和大家见面了愿我们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给大家带来快
乐和轻松。

乙每年的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用以纪念1948年成立的世界
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每年会选定一个主题，强调某个公共卫
生重点领域。

甲世界卫生组织将20xx年的主题确定为“病媒传播的疾病”。
今年4月也是中国第二十六个爱国卫生月，主题为“远离病媒
侵害，你我同享健康”。

乙：新中国成立之初，鼠疫、血吸虫病、疟疾和淋巴丝虫病
等病媒传播疾病泛滥，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据资料记载，
当时鼠疫波及全国大部地区，19001949年年平均病死人数约2
万余人。疟疾、丝虫病和血吸虫病在我国黄河流域以南地区



广泛流行，发病人数都以千万计。为迅速遏止疾病蔓延，我
国领导人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
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为首任主任。以“除四害、
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
烈烈地开展，为消灭疾病、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健康绩
效做出了贡献。

甲：病媒生物防制一直是爱国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许
多病媒传播的疾病也成为了我国法定传染病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对鼠疫、疟疾、登革热、流行性出血热、乙脑、血
吸虫病等重要病媒传播疾病都开展了系统监测和全面防治。
经过不断努力，我国病媒传播疾病得到有效控制。20xx年我国
率先在83个淋巴丝虫病流行国家中消除该病。20xx年我国提出
了到20xx年在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近几年我国疟疾报告病
例持续保持在万人以下。

乙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病媒生物防制知识：

甲防制蚊虫的方法有：搞好室内外卫生，清除各种废旧杂物，
减少蚊虫栖息场所。家庭备用蓄水池和种养水生植物的水体
要坚持每周换水一次，换水时应将蓄水池内壁和水生植物的
根部及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房前屋后不常用的盆罐应清
除或倒置存放，防止积水。根据蚊虫生长的不同季节，在庭
院内和室内适时烟熏或喷洒化学杀虫剂杀灭成蚊。灭蚊时最
好选择黄昏成蚊活动的高峰时间。安装纱门和纱窗，防止成
蚊入侵。

乙：常用的消灭老鼠方法有：投放毒饵。用杀鼠药剂制成毒
饵，投放在老鼠洞口或老鼠出入、活动经过的地方，让老鼠
吃后被毒死。毒塞鼠洞。用石灰、水泥等把老鼠洞毒死，将
老鼠闷死在里面。利用鼠夹、鼠笼捕杀老鼠。

甲：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途中，病媒都可能危害我们的健
康。只要我们掌握病媒生物防制知识，做好防护措施，就一



定能保护好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乙：今天的校园广播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