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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2006年－2008年行动计划（摘要） 

  为了进一步推进建设健康城市行动，推动本市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根据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总体要求，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以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为发展主线，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

求为根本出发点，以各类健康促进活动为载体，紧密结合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环境保

护、筹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新郊区新农村建设等中心任务，进一步完善政府公共健康服务

和管理职能，不断提升市民健康素质和城乡健康水平。 

  二、总体目标 

  进一步健全促进全民健康的社会支持系统，到2008年，基本建立能够有效激励全社会参

与健康城市建设的可持续行动机制。市民健康素质、环境健康水准、社会健康评价提升到一

个更高水平。 

  三、主要任务与重点推进活动 

  （一）完善健康服务 

  （1）继续开展“健康身心”活动。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

健康促进能力，保障城市健康安全。 

  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为市民提供基本健康咨询服务；在社区内定期开办“健康讲堂”，

逐步提高市民对疾病预防、合理营养、心理卫生等知识的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为贫

困、无业精神病人免费提供抗精神药物和基本的精神卫生服务；倡导35岁以上市民每年至少

主动接受1次血压测量，指导市民了解高血压及其引发的相关慢性疾病的防治知识。加强对外

来人口重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全面提高本市实有人口整体健康素质。 

  （2）继续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经常性地向市民宣传普及生殖健康、优生优

育、避孕节育和预防艾滋病知识；在重点场所和重点人群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倡

导使用安全套；加强社区0-3岁婴幼儿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3）继续开展“人人运动”活动。倡导“体育生活化”理念，全面提高市民健康素质；

继续完善社区体育设施，重点加快郊区农村体育设施建设；加强体育团队组织建设，启动实

施“百、千、万”工程，创建各类团队组织，引领市民科学健身。培育、扶持具有本土特色

的群众性体育活动项目，形成体育文化的品牌和亮点。 

  （4）全面推进“人人掌握救护技能”活动。组织各类应急救护基本技能的培训、竞赛和

演练，不断提高市民应对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 



  （二）营造健康环境 

  （1）全面推进“万河整治”活动。组织市民参与全市2万多条段中小河道集中整治，有

效改善农村地区河道的水环境，为现代化新郊区建设奠定基础。 

  （2）全面推进“绿色人生”活动。倡导市民自觉参与绿化建设和养护活动，不断提高市

民认养和种植绿化的积极性。开展园林式小区、花园式单位、优美绿地景点和绿化景观道路

等创建活动，不断提高绿化及林业的管理水平。 

  （3）全面推进“清洁家园”活动。广泛发动市民参与整治社区和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的公

益性活动，引导市民自觉维护和美化市容环境。 

  （4）继续开展“让虫害远离生活”活动。树立“控制有害生物，人人有责”的观念，积

极组织开展以清除虫害孳生地为目的的群众性环境整治活动，控制有害生物密度。 

  （三）保障健康食品 

  （1）全面推进“放心食品，健康消费”活动。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提示和警示，切实增加

市民对食品安全情况的知情权和基本知识的知晓率，引导市民自觉抵制不健康的食品消费。 

  （2）全面推进“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活动。大力普及食品安全法制知识；积极推行食

品安全举报奖励机制，完善食品安全举报系统，引导市民主动检举违法的食品经营行为。 

  （四）倡导健康行为 

  （1）全面推进“除陋习，践行公共道德”活动。在剧场、影院、体育场馆、展馆、公园

（公共绿地）、广场、商场、机场、车站、主要景观道路等十类公共场所和居民小区内，集

中开展专项整治“乱扔垃圾、乱吐痰、乱招贴”活动，积极倡导“杂物随人走、垃圾不落

地”，培养市民良好的卫生习惯；建立大型户外活动环境卫生承诺制，活动组织者必须落实

不乱抛杂物等措施。 

  （2）继续推进公共场所控烟活动。开展“控烟单位”创建活动，在宾馆、饭店、茶室等

公共场所辟出吸烟区。 

  （3）积极倡导资源节约行动。依托各类绿色创建活动，开展节电、节水、节约资源等环

保活动，推广办公用再生纸、再生硒鼓、墨盒的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减少过度包装

等，努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4）大力倡导符合条件的人群自愿参与无偿献血活动。鼓励各社区、单位主动履行组织

自愿无偿献血的承诺，杜绝雇人冒名献血的现象。 

  四、健康城市实事工程 

  （一）建设健康社区 

  通过3年持续推进，在全市街道、乡镇广泛开展建设健康社区活动的基础上，每年评选出

20个先进健康社区。 

  配合平安建设工程，在有条件的区县开展社区伤害预防和控制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社区

内学校、公共场所和社区老人、儿童等伤害预防和控制的有效机制。 

  （二）建设健康单位 

  全市至少要有5000个单位参与建设健康单位活动，以机关、企业、菜场、学校等单位为



重点，每年评选出200个先进单位，作为建设健康单位的典型。 

  健康机关要关注城市健康，引导机关工作人员树立健康公共责任意识，成为践行公共道

德的表率；健康企业要以“人人享有职业卫生防护”为方向，有效预防和降低职业伤害、职

业疾病等的发生率；健康学校要继续推进“健康校园”活动，将健康促进纳入中小学生行为

规范教育。健康菜场要在全面推进农贸菜场标准化改造的同时，不断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疾

病预防等工作。 

  （三）建设健康村 

  到2008年底，全市80％以上行政村达到市级健康村的基本标准。 

  （四）建设健康家庭 

  根据“居室清洁、家庭和睦、生活健康、热心公益”的要求，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家

庭健康总动员”等活动，引导广大市民、家庭积极参与建设健康城市活动，做到建设健康家

庭的参与率逐年递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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