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计划(模
板5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计划很难写？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县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计划篇一

根据“创建健康村实施方案”的安排，为全面落健康村各项
创建活动，进一步搞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特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建立创建健康村组织队伍

县级成立健康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健康村创建工作小组。
村级成立由乡镇府有关领导、卫生院、村委领导成员和村民
积极分子参加的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健康教育宣传
小分队和家庭环境卫生督查小分队。

二、工作要求

1、县健康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健康村启动会，介绍
创建健康村的目的和意义安排部署健康村创建工作。

2、开展健康村基线调查。通过基线调查准确了解广大村民的
健康需求，进一步完善创建规划，提高创建工作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

3、运用群众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的方式，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的基本知识。开展“五个人人”健康村村民行动和“一二
一”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五个人人”包括如下内容：

（1）人人动手清洁家园：把清洁家园活动与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和巩固卫生村、整洁村创建成果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提
升健康村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2）人人劝阻室内吸烟

（3）人人坚持日行万步

全力唱响“全民健身与健康同行”，开展好科学健身宣传活
动，动员吸引更多群众科学健身。引导村民经常开展健身锻
炼，组织一些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维护好健身设施。

（4）人人掌握控盐控油

广泛宣传“每人每天摄入盐控制6克以内，摄入油控制25克以
内”的知识。向村民免费派发控盐勺、控油壶，发放相关宣
传资料。

（5）人人学会应急自救

通过教育培训，大力普及识别危险标示的知识和技能，提醒
注意周围环境，防止潜在危险，提高在公共场所应对突发事
件的自救意识和能力。

一二一”健康生活方式：

其内涵是“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一辈子”，以合
理膳食和适量运动为切入口，开展“坚持日行万步”、“掌
握控油控盐”、“劝阻室内吸烟”等行为干预，倡导和传播
健康生活方式理念。要求健康村运用群众喜闻乐见和易于接
受的方式，普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基本知识；动员组织农民群
众自觉合理膳食，参加健身锻炼；积极组织开展“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示范家庭等示范建设活动。

四、工作措施

（1）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工作

在人口较集中的地段建立、完善固定的健康教育专用宣传栏。
宣传栏由村卫生室根据本村健康教育的实际需要，定期编写
防病治病、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内容。宣传内容每月更新1次。
并运用健康处方、健康知识读物、宣传折页等宣传资料，对
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知识的
宣传教育。在村中心设立创建健康村、健康家庭标准的公示
牌。行政村入村口、主要道路两侧、村委会等处公共场所设
立固定的健康宣传标语牌或健康教育知识宣传墙。

在健康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健康教育宣传小分队，
负责搞好村名的健康教育宣传工作，定期制作和更换健康教
育宣传栏，项目办提供宣传资料，宣传活动要有详细的活动
记录。开展环境卫生、家庭卫生、个人卫生、饮用水卫生、
食品卫生为主要内容的村容村貌整治活动，并有详细的工作
记录。

（2）定期举办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健康教育所举办由全体村民参加的健康教育知识讲座，在村
民中大力开展健康理念、爱国卫生、疾病预防、卫生保健、
心理健康、健身锻炼、食品安全、禁烟限酒、健康生活方式
等教育活动，增强村民的健康意识。使村民掌握最基本的健
康保健知识，逐步提高村民的健康素养和良好的健康行为。
指导健康教育宣传小分队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工作。今年至少
组织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进行2次以上的讲座，全年不少
于4次，并且有活动记录、宣传资料和照片资料的存档。

根据前期的调查，确定危害村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制定消除



危害因素和对群体，个体进行干预的措施。提出进行健康教
育的核心信息和传播形式。

疾控中心主要以传染病、地方病等重点疾病和免疫规划知识
为内容的讲座。对重点人群开展高血压、糖尿病重型精神病
的知识讲座。指导“家庭环境卫生督查小组”开展灭鼠灭蝇
活动，消除苍蝇蚊子的孽生地，减少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3）建立健康教育知识图书室，在村委会存放健康教育知识
读本和其它健康教育知识宣传材料，定期向农民家庭发放卫
生健康报刊、杂志、小册子、折页等健康教育读物。至少每
季度入户1次，年入户率达到100%以上。基本满足村民的需求。

（4）开展家庭卫生共创共建活动。家庭环境卫生督查小分队
以创建健康村为契机，要营造“健康克素尔，共建共享”的
和谐创建氛围，争取更多村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把创建
健康村工作变成大家共同的愿望、自觉的行动，才能更好地
推进。实现“健康共享，利益共赢”。发动村民全面清理房
前屋后的杂物，清理长满杂草的闲置地，放满柴草的边角地。
村中的烂泥地砌起围墙封闭，鼓励村民还在围起的泥地里种
草、种树、种花卉，泥烂荒地成为村中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环境卫生整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公共场所的保洁和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置；

（2）垃圾箱（桶）的建设和管理；

（3）粪便的集中处置和管理；

（4）河道的保洁和管理；

（5）主要道路的建设和管理；



（6）主要道路两侧和宅前屋后绿化的建设和管理。

每月进行一次环境卫生“集中行动日”。要在村和各村民小
组，广泛发动、精心组织更多村民从维护公共环境的点滴小
事做起，积极参与“人人动手，清洁家园”活动，清除卫生
死角，整治公共环境卫生。同时实行“日查、周评、月考”
制度，探索创新监督管理机制，提高长效管理水平。

（5）开展家庭、村容村貌环境卫生评比活动，鼓励村民搞好
家庭卫生的同时，自觉搞好环境卫生，为本村有一个良好的
村容村貌提高自觉维护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五、实现目标：

通过健康村的创建工作，全面提高村民的健康素养、自我保
健和健康意识，群众参与率达到90%以上，健康知识知晓率和
行为形成率有明显提高，分别达到80%和65%。居住环境、村
容村貌有较大的改观，环境卫生、庭院卫生、环境绿化有明
显改变。

在创建健康村的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完善
工作计划，为进一步扩大创建健康村活动，提供科学可靠的
依据。

县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计划篇二

一、工作目标与指标

结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工作规范要求与卫生宣传节日、宣传
周等活动开展健康知识宣传与普及，正确引导社区居民积极
参与各项有益身心健康活动，提高居民自身健康知识水平和
保健能力。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达80%以上，健康生活方式与
行为形成率达70%以上。



二、工作措施

（一）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健康教育工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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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健全健康教育组织机构，明确工作人员职责，
加强健康教育管理基础工作，定期召开健康教育领导小组会
议，明确专（兼）职人员职责，制定本辖区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工作制度、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配备健康教育设
备，进一步完善健康教育资料和工作台账，定期开展考核、
总结及效果评价，把健康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突出防病重点，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充分发挥健康教育网络作用，组织网络人员，对重点人群开
展有计划、分步骤、分层次健康教育工作，特别是对重大传
染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等重点疾病，开展
健康知识普及工作。结合中国居民健康素养66条内容，积极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广大居民养成良好卫生行为
习惯。结合制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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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内容

1、发放印刷资料。村卫生室每年提供不少于12种内容的印刷
资料，放置在村卫生室诊室、咨询台等处，并及时更新补充，
保障使用。健康素养66条达每户1份。

2、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宣传栏一般设置在户外有防雨设施，
村卫生室宣传栏不少于1个，每个宣传栏的面积不少于2平方
米，中心位置距地面1.5—1.6米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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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每两个月最少更换1次健康教育宣传栏
内容。

3、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定期开展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
慢性病、传染病防治、心理健康等健康知识讲座，做到有计
划、有通知、有教案、有签到、有小结、有活动记录表和活
动图片。引导居民学习、掌握健康知识及必要的健康技能，
促进辖区内居民的身心健康。要求每两个月至少举办1次健康
知识讲座。

4、开展个体化健康教育。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在提供门诊医疗、
上门访视等医疗卫生服务时，要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健康
知识和健康技能教育。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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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年不得
少于9次。

（四）时间安排

1—2月份：重点是食品卫生安全、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

3月份：结合三八妇女节、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重点宣
传生殖健康知识、结核病防治知识。

4月份：结合爱国卫生月、4·25全国计划免疫宣传日，重点
开展儿童预防接种等知识教育。

5月份：结合世界无烟日、碘缺乏病日，重点开展职业卫生、
科学食用碘盐、吸烟危害等知识教育。

6月份：结合世界爱眼日，重点宣传儿童保健、近视防治等知



识教育。

7月份：重点开展夏季肠道传染病，饮水饮食卫生知识宣传教
育。

8月份：结合世界母乳喂养周，开展家庭常用消毒知识、科学
育儿常见病宣传教育。

9月份：结合世界爱牙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开展口腔保健
知识宣传教育。

10月份：结合全国防治高血压日开展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
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11月份：结合全国糖尿病日开展糖尿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12月份：结合世界艾滋病日开展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
教育。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具体责
任人，认真组织该项工作的实施。

2、加强资料收集。各单位每个月对资料进行汇总，并于每
月28号前上报疾控中心健教科。

3、加强督查指导。各单位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开展该项工作
的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整改。

四、考核与评价

该项工作将纳入20xx年全县健康教育年度考核目标。各乡镇
卫计中心负责对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健康教



育工作进行经常性督导检查、效果评价。县疾控中心要定期
对乡镇卫计服务中心和乡镇医院的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督导检
查、效果评估。主要考核指标如下：

1、发放健康教育印刷资料的种类与数量。

2、健康教育宣传栏设置和内容更新情况。

3、举办健康教育讲座与咨询活动次数和参与人数。

4、居民健康素养66条传播覆盖率。

5、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与行为形成率。

6、健康教育网络、工作资料台账。

县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计划篇三

本学期,以“小学生健康第一”为指导方针,围绕全民健康为
中心,做好本学期的健康教育工作。真正做到让学生知晓更多
的卫生知识,掌握更多的防病方法,增强防病的能力。让每个
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

二、常规工作

1、健康教育

每周确立一个专题,利用健康教育课进行宣传发布,督促学生
遵守各项制度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还将组织学生进行个人卫生的检查,督促学生搞好个人卫生。

2、常见病防治

注意用眼卫生,做好防近工作,严格控制近视率。开展防近周



宣传教育活动,督促学生做好每天的眼保健操。做好蛔虫、蛲
虫、红眼病防治率、营养不良率、贫血患病率、沙眼患病率、
肠道寄生虫感染率的控制达标工作。

3、传染病防治

随着春夏季节的不断变换,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教育,让学生了
解各种传染病,预防各种传染病,力求将传染病阻挡在大门之
外。严格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同时做好应急方案,采取
消毒、隔离、管理、控制等措施,做到在第一时间内高效率地
将各种损失减少到最小。

三、重点工作

1、卫生工作

本学期,少先队将加强学校每日卫生清扫和课间卫生督察工作。
每日早晨及间操、眼保操时间安排卫生督察员在老师的带领
下对班级室内、外包干区的清扫及保洁情况进行评分,并及时
将评分情况进行公布。课间将对班级和包干区的保洁情况进
行监督。同时狠抓乱扔乱抛现象,一旦发现有乱扔纸屑的同学
当即进行处理,同时扣该学生所在班级当天的分数。我们将各
班成绩进行汇总、评比,与每周的文明班级评比挂钩。

进一步完善检查制度,要求卫生督察员挂牌上岗,不但在时间
上保证卫生检查按时进行,还要在严格上狠下功夫,只有严格
的检查才有工作出色的完成。力求将此工作做的细,做的实,
做的有成效。

2、加强安全意识的宣传,做好一般伤病事故的处理工作,对于
小伤小病能及时处理,情节严重者及时送医院救护治疗。

四、措施



挂图讲解;模型演示;多媒体应用;事例说明;实验观察。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认真备好每一堂课,写清教学的目的和
过程,做到心中有底,有备传授。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我要
利用课外时间阅读各类书籍,使之在课堂上能触类旁通地扩展
教学内容。生动丰富的内容吸引了学生,为良好的课堂纪律提
供了保证。

主要抓好以下的几点:

1、从学生的常见病防治到对常见病的检查;

2、从资料的收集到管理;

3、从抓好班级的环境卫生到学生良好卫生习惯的培养等等。

4、在抓健康教育方面,我主要引导学生掌握防病的知识。

具体做法如下:

1、计划各种宣传手段如:认真上好每两周一节的健康教育课,
充分利用板报、手抄报等形式加强教育。将一些浅显易懂的
医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使他们在预防一些常见传染病方面提高
了识别、防治的能力。

2、对常见病的防治方面,主要抓好近视眼、鼻炎、沙眼、蛔
虫等工作。做到认真查好每一项,对每一病例发告家长书。

3、在抓好班级环境卫生方面,我着重抓好每节课后的卫生和
每天的卫生,从劳动工具的安放标准到打扫的要求,在每天卫
生员的认真检查中体现出来。时时查,日日查,培养出了一支
认真负责的卫生员队伍。

5、认识到规律生活、认真做好两操、膳食平衡暴饮暴食与健
康成长的关系;



6、了解均衡饮食对身体发育的好处,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2021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计划

县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计划篇四

为落实全省地方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精神，普及地方病
防治知识，提高群众防病意识，有效促进各项防治措施的落
实，推动我县地方病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再上新台阶，特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县卫健委应将健康教育与促进行动纳入县地方病防治专项三
年攻坚项目中统筹考虑，按照“科学性，可行性，规律性，
针对性，启发性，通俗性，直观性，合作性和行政性”的健
康教育与促进原则，将常规宣传工作和集中宣传活动有机结
合，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平台作用，积极开拓新媒体技术在
健康教育与促进领域的应用，结合年度工作重点，按计划开
展地方病防治知识科普工作。

二、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

围绕贯彻落实《江西省地方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深入开展碘缺乏病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普及地方病防治知
识，提高病区群众防治知识知晓率，增强群众的防病意识，
促进其不良的生活行为和习惯的改变，提高健康素养，使其
自觉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减少地方病的危害，引导群众树
立正确的健康观。

（二）具体目标



1、全县所有的小学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开课率达到100%。

2、全县所有县（市、区）的村、居委会小学生及家庭主妇相
关地方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应达到80%以上。

三、工作内容

（一）实施范围

1、碘缺乏病：覆盖全县所有乡。

（二）目标人群

一级目标人群为小学生（4—6年级）和家庭主妇；

（三）健康教育与促进项目内容

1、利用第x个世界卫生日机会在万安人口文化广场进行防治
碘缺乏病现场宣传活动。

2、利用好5·15“防治碘缺乏病日”开展街头宣传，悬挂主
题标语，发放宣传单，进行现场咨询。

3、学校健康教育：每个县（市、区）按病种在本辖区内所有
乡、镇的小学4—6年级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如某个乡、镇有2
种以上地方病，所有病种都要覆盖），按病种上1节地方病防
治知识健康教育课（做到学校有安排、教师有教案），同时
要求目标学生结合健康教育课内容撰写1篇作文，并把学到的
相关知识向其家庭成员讲授。

（四）项目实施后效果评估

1、随机抽取2个乡、镇（街办）中心小学的5年级学生20名进
行问卷调查，同时，查阅健康教育课程安排、教师教案及学



生作文，评估结果填写附表3。

2、在所抽定的小学附近村中，随机抽取10名家家庭主妇进行
地方病防治知识问卷调查，同时入户观察其家中食用盐、降
氟灶具和/或饮用水情况，评估结果填写附表3。

3、防治知识知晓率统计：

五、进度安排

1、5月至9月，开展健康教育。

2、10月30日前，完成工作实施的效果评估、数据收集汇总，
并撰写工作报告，上报县卫健（计）委和设区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县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计划篇五

20xx年，我局健康教育工作紧紧围绕我县城区健康教育“三
提高一降低”，既提高健康知识普及率、健康知识知晓率和
健康行为形成率，降低疾病发生率为目标，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健康教育工作。促进我县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环
节，根据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标准，特制定我局健康教育工作
计划：

一、工作任务目标

健康教育是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要建立健全健康教育工作机制，进一步普及卫生知识和
环境保护知识，使广大职工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进一步提高职工的健康知识水平，创建一个良好的生产、学
习、生活环境，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

工作目标：加强机关干职健康教育培训和宣传工作，使广大



干职的健康教育和卫生知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分别达90%。

二、主要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健康教育领导小组的作用，抓好
网络建设。

2、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主要是学习培训制度、卫生制度等。

3、加强对局机关和局直单位健康教育的工作力度，大力开展
健康教育活动。

4、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开辟宣传栏，每两月一期，举办健
康教育知识培训，开展各项健康奇偶阿姨活动。

5、县局配备健康教育宣传员，负责上门入户向家属区传播健
康教育知识，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