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全国爱耳日活动方案 全国爱耳日
宣传活动方案(优质5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以下就是小编给大家
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全国爱耳日活动方案篇一

20xx年3月3日是第十三次全国“爱耳日”。“爱耳日”宣传
教育活动历经12年，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爱耳、护耳意
识，有效地减少了听力残疾的发生，促进了我国听力残疾预
防与康复工作。

噪声是一类引起人烦躁或音量过强而危害人体健康的声音。
长期生活、工作在高噪声环境下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将导
致永久性听力损伤。国外研究表明，37%的听力残疾与噪声伤
害密切相关。

我国人大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噪声治理工作。1982年颁布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9年颁布《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
护规范》。xxx年颁布《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
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我国噪声治理以及听力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大规模开展的'
城乡建设以及激增的机械化生产设备、交通工具和个人电子
产品等使噪声污染风险加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
示，噪声导致的听力残疾有明显上升趋势。

为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积极防控噪声，预防噪声损害
听力健康，特将20xx年第十三次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



动主题确定为：“减少噪声，保护听力”。

“减少噪声，保护听力”

20xx年3月3日，有条件的'地区可酌情延长活动时间。

大力宣传噪声对听力健康的损害，提高全社会对爱耳护耳必
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广大群众养成健康用耳习惯，自
觉减少噪声，保护听力健康；关注工业企业、建筑施工、交
通运输等噪声危害，加强噪声治理与听力保护。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残联要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要求，积极协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环保、卫生等相关部门成立“爱耳
日”宣传教育活动组织，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制定方案，明
确分工，协调行动，确保“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深
入、扎实开展。

(二)积极创新宣传形式

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创新宣传形式，采用多种方式增强
“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要充
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多渠道发布“爱耳日”活动消息，传播噪声对听力健康影响
的知识；要继续采用举办专题讲座，组派小分队进学校、入
社区等做法并将宣传教育活动与听力检测、咨询等便民服务
活动有效结合；要广泛组织发动专业机构、学术团体等社会
力量参与活动，形成全社会关心、重视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
的氛围；要继续在首都北京和有条件的城市举办全国“爱耳
日”公益音乐会，打造“爱耳日”宣传活动品牌。

(三)整合推进实际工作



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环保、卫生、残联等相关部门要以
“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为契机采取行动，加强对环境噪声
以及企业用人单位听力保护的执法检查力度。通过专项检查，
重点督导，切实治理一批噪声污染问题，改进相关企业的职
工听力保护状况；要重视针对青少年、老年人聚集的娱乐场
所、学校、老年大学等进行噪声治理，加强减少噪声、健康
用耳知识的普及教育；要继续做好听力残疾的康复工作。通
过邀请政府领导视察、制定出台政策、组织社会爱心捐赠等
活动，做好贫困听力残疾人的康复救助。

(四)及时做好活动总结。

各地残联要认真做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的总结。及时
收集整理本地宣传教育活动情况，将活动总结及活动的相关
图片、视频等资料于20xx年3月15日前报送第十三次全国“爱
耳日”宣传教育活动办公室。第十三次全国“爱耳日”宣传
教育活动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惠新里甲8号，中国
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宣传策划处。

减少噪声，保护听力

减少环境噪声，呵护听力健康

保护听力，健康用耳

健康环境，聆听和谐

保护环境，减少噪声

保护听力，从我做起

认真执行《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减少职业噪声危
害



防治环境噪声污染，保护生活环境

消除噪声，学会倾听，享受安静

全国爱耳日活动方案篇二

20xx年3月3日是我国第xx次全国爱耳日，为此，特制定今年
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方案。

预防听力损伤和耳聋，人人享有健康听力。

围绕这个主题，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充分展示我国聋儿康复事业在残疾人工作“十五”规划期间
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大力宣传20xx年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
务”目标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听力语言残疾人
群的关爱，深入普及防聋知识，提高全民爱耳护耳意识。

（一）北京

1、开展“听力健康宣传咨询日”活动

20xx年3月3日爱耳日活动当天，在北京城区和郊区乡镇的主
要社区和医院，举办形式多样的“听力健康宣传咨询日”活
动，通过现场咨询、布置科普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材料、播
放防聋知识光盘、举办防聋经验交流会和专题研讨会等多种
形式，向社区居民和过往群众广泛宣传预防听力损伤与耳聋
的科普知识。

2、动员社会各界为广大听力语言残疾人提供各方面的关心与
帮助

爱耳日活动当天，邀请卫生部、中国残联、中国老龄协会等
有关部门领导亲临主要活动现场视察和指导。



主办单位：北京市残联、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民政局、中
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

参与单位：北京市各医院及部队医院，特殊教育学校，北京
市教委、新闻单位，爱耳日文件会签部委机关和直属有关单
位。

3、制作宣传品和电视节目

由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通过网络向各省及地方残联发送防
聋科普知识材料，各省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印制宣传品。

由国家广电总局与卫生部、中国残联等有关部门联合制作普
及防聋知识的专题电视节目，爱耳日活动期间在中央和北京
电视台的相关栏目播放。

主办单位：广电总局、卫生部、中国残联、中国聋儿康复研
究中心。

（二）地方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和黑龙江农垦总局，在当地中心地区和主要社区，举办“听
力健康宣传咨询日”活动，充分运用多年来开展爱耳日宣传
教育活动的成功经验，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广
泛、深入地向广大群众宣传爱耳护耳的科学知识。

2、根据各地实际条件与需要，举办大型耳聋预防科普讲座、
聋儿康复事业成就展览、防聋宣传经验交流会和专题研讨会
等活动。

3、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类新闻媒体和各级残疾人事业新闻
促进会要积极开展相关的报道活动，为爱耳日活动创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



4、以各地残联为骨干，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深入社区，
为听力语言残疾人群送温暖、办实事。

主办单位：各地残联、卫生、民政等爱耳日会签部门的下属
机构。

参与单位：当地各医院及部队医院，特殊教育学校，新闻单
位和社会有关方面。

1、各省和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
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精心组织，密切协作，使爱耳日宣
传教育活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2、坚持“防聋走进社区”的原则，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
深入基层，为广大群众和听力语言残疾人群提供服务。

3、为便于群众参与，各地要根据不同的气候、环境条件，充
分采用网络、多媒体等先进技术，组织好室内外的咨询、展
示和交流等各类活动，因地制宜，务求实效。

4、各省要做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的总结工作，及时将本地
活动情况、感人事例、宣传报道材料、图片等相关资料收集
整理，于20xx年4月以前报中国残联。

——预防听力损伤和耳聋，人人享有健康听力

——开展爱耳日活动，提高爱耳护耳意识

全国爱耳日活动方案篇三

关注儿童听力健康

二、提高认识，加强党组织领导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残联精神，积极与萧县教育、卫生等相
关部门进行协调，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大力宣传预防听力损
伤和耳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据县残联工作职责，合理安
排分工，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本次"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广
泛、深入、扎实地开展，增强本县全民爱耳护耳意识。

三、广泛宣传，提高群众听力预防与康复意识

在全国"爱耳日"即将来临之际，萧县残联广泛利用网络、报
纸、微信等媒介，发布"爱耳日"活动消息，传播听力障碍预
防与康复相关知识。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残疾人协
会，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
挥医疗、康复、教育等专业机构的社会组织作用，形成全社
会关心、重视听力障碍预防与康复的氛围。

四、活动实施步骤

1、成立"爱耳日"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小组成员：

2、2月25至27日，做好全县贫困聋儿的筛查工作。2月24日将
向各乡镇残联下发听力残疾儿童筛查通知，并要求在2月28日
上报县残联进行归总，县残联把上报的听力残疾儿童资料存
档以备康复与救助。

3、3月1日至2日，深入萧县乡镇社区，与各镇残联积极举办
以"关注儿童听力健康"为主题的"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并
将宣传口号下发给各乡镇，要求各乡镇至少选取其中四个宣
传口号以悬挂横幅的形式进行宣传，并在现场发放预防听力



损伤与耳聋的科普知识宣传单，开设健康讲座，准备印发爱
耳日活动宣传资料20__份。

4、为加大此次活动宣传力度，扩大活动影响力，活动当天，
在萧县残联大门前设立彩虹门、电子滚动字幕、悬挂横幅宣
传，大量发放听力预防与康复宣传资料。活动现场邀请新闻
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全程跟摄，及时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
微残联等进行新闻报道。

5、活动当日邀请江苏省徐州惠耳听力技术服务中心专科医生
在县残联大门前设立服务台，免费为广大群众进行听力检测，
提供爱耳、护耳健康知识咨询。

6、邀请相关领导到特校及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看望听障儿童，
并对听障老师进行慰问。

五、宣传口号

——关注儿童听力健康

——切实保障听障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

——积极落实"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听力语言康复三原
则

——关注听障儿童全面康复

——提高听力残疾预防及康复知识，确保儿童听力健康

全国爱耳日活动方案篇四

城乡联动，共同关注青少年听力健康——珍爱听力，快乐成
长



1、开展“听力健康宣传咨询日”活动

3月3日爱耳日当天，在幸福第二公寓门口举办“听力健康宣
传咨询日”活动，组织我园诊疗部有关听觉、言语、语言康
复专家、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通过现场咨询、科普知识展
板、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向社区居民和过往群众宣传
爱耳护耳的科学知识。

2、举办“新概念学说话”家长培训班

为了使更多的聋儿家长能够掌握科学的训练方法，我园
于20xx年1月12日至14日举办第11期“新概念学说话”家长培
训班。我们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黄昭鸣教授、刘巧云博士、
万萍博士、卢红云硕士等著名的听觉、言语、语言康复专家
参与授课和康复方法、方案指导。

3、开展“用品用具优惠销售周”活动

我园于20xx年3月1日至7日开展“用品用具优惠销售周”活动。
活动期间，聋儿家长可获得软件8折，其它用品用具及图书9
折的优惠。

4、开展“康复评估及训练优惠周”活动

我园于20xx年3月1日至7日开展“康复评估及训练优惠周”活
动。活动期间，所有在诊疗部进行康复评估和训练的听觉、
言语、语言障碍患者，均可获得评估及训练费用8折的优惠。

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听力健康

珍爱听力，快乐成长

开展爱耳日活动，提高爱耳护耳意识



做好防聋治聋工作，增强国民健康素质

预防听力损伤和耳聋，人人享有健康听力

扶残济困，救助贫困聋儿

迎接首届国际听力障碍预防与康复会议的召开

全国爱耳日活动方案篇五

“防聋治聋，精准服务”。

xx年3月3日，有条件的地区可酌情安排活动时间。

贯彻落实《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xx-20xx年)》，大力宣传
防控出生缺陷、发育障碍、疾病及伤害致听力残疾工作的重
要性与必要性，全面推进新生儿听力筛查;大力宣传实施残疾
人精准康复服务的重大意义，推进听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成年听力残疾人助听器适配等工作，落实基本康复服务全覆
盖的要求;大力宣传耳科及听力保健科学知识，增强人民爱耳
护耳意识;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全面营造关爱、帮助听力残疾
人康复的社会氛围。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要求。残联、教育、

民政、卫生计生、新闻出版广电等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及
时制定宣传教育活动工作方案，明确分工，协调行动，认真
做好组织实施，确保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深入、扎实开展。

(二)积极创新宣传形式

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创新宣传形式，采用多种方式增强



“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形成
全社会关注听力健康，重视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的.氛围;充
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短信、微信、微博等传播
渠道的作用，多渠道发布“爱耳日”活动消息和听力残疾预
防与康复知识;要广泛组织发动专业机构、学术团体等，通过
举办专题培训、讲座，发放科普资料，开展咨询、义诊等形
式向公众普及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知识;要深入学校、社区，
组织好听力健康宣传工作;要继续在北京和有条件的大、中城
市举办“爱耳日”公益音乐会，打造品牌宣传活动。

(三)整合推进相关工作

各地要以“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为契机，多部门联动，采
取综合措施，加大防聋治聋工作力度，组织开展好听力残疾
人精准康复服务活动。

要推动健全听力残疾防控体系，重点做好遗传性耳聋和先天
性耳聋预防工作，加强婚前、孕前健康检查, 做好产前筛查、
诊断，有效减少听力残疾的发生。

要推动建立听力残疾“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一体化服
务及管理模式，大力推广新生儿听力筛查，对听力残疾儿童
实施早期干预、提供全面康复教育，创建良好的随班就读环
境，推进融合教育。

要整合资源，形成zf扶持、全社会参与，zf与社会相结合的听
力残疾人康复救助体系和公益救助体系，推动听力残疾人康
复事业发展，确保听力残疾人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建共享小康
社会。

(四)及时做好活动总结

各地残联要认真做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的总结。及时
收集整理本地宣传教育活动情况，将活动总结及活动的相关



图片、视频等资料于xx年3月10日前送第18次全国“爱耳日”
宣传教育活动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惠新里甲8号，
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办公室)。

―― 防聋治聋，精准服务

―― 建立“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一体化服务模式

―― 全面实施融合教育，帮助听障儿童回归主流社会

―― 实施听力残疾人精准康复，共建共享小康社会

―― 全社会共同关注听力残疾人

―― 普及爱耳意识，延缓听力减退

――精准的听力康复，聋人的天籁福音

―― 防聋重在科普，治聋重在科学

―― 防聋先行，治聋精准

―― 防聋治聋，贵在精准

―― 关注听障儿童全面康复

―― 提高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意识，确保儿童听力健康

―― 健康聆听，幸福一生

―― 重视耳科保健，减少耳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