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 年） 

国卫办疾控发﹝2017﹞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卫生局）、体育局、工

会、共青团、妇联：  

  为提高全民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技能，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进一步深入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国家卫生计生委、体育总局、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共同制定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认真组织实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深入

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个人健康意识和行为能力，为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体育总局办公厅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全国妇联办公厅  

                                      2017 年 4 月 25 日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 年）  

  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中“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精神要求，依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十

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第一阶段工作基础上，制定

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和解决主要健

康问题为导向，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动员社会、全民参与，以“和谐我生

活，健康中国人”为主题，开展涵盖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心理健康

等内容的专项行动，积极营造健康支持性环境，科学传播健康知识，广泛传授健

康技能，深入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个人健康意识和行为能力，推

动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行动目标  

  全国开展行动的县（区）覆盖率到 2020 年达到 90%，2025 年达到 95%，



积极推广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大力培训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要求开展行动的

县（区）结合当地情况，深入开展“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

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和心理健康等 4 个专项行动。实现

到 2020 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0%，2025 年达到 25%，形成全社会

共同行动，推广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  

  三、行动策略  

  （一）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创造健康支持性环境。  

  各地区将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作为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坚持政府

主导、部门协作，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紧密结合国家卫生城市、健康城市、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健康促进县（区）等建设工作，依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项目、全民健身活动、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健康中国行活动等平台，

开展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卫生计生部门要大力宣传健康生活方式核心信息，推

广健康支持性工具，建设无烟环境，培育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队伍，开展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员“五进”活动（进家庭、进社区、进单位、进学校、进医院）。体育

部门要健全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组织，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设施，丰富群众

身边的体育健身活动，支持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提供群众身边的健身指导，弘

扬群众身边的健康文化，携手卫生计生等相关部门培养运动康复医生、健康指导

师等相关人才，推进国民体质监测与医疗体检有机结合，推进体育健身设施与医

疗康复设施有机结合，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各级工会、共青团、

妇联组织要充分发挥宣传阵地作用，通过组织群众乐于参与的活动推广健康生活

方式，积极创造有益于健康的环境。  

  （二）动员社会，激活市场，倡导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激发市场活力，在规范合作的基础上，鼓励、引导、支

持各类公益慈善组织、行业学（协）会、社会团体、商业保险机构、企业等择优

竞争，积极参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针对人民群众健康生活需求，建设健康

生活方式体验及践行相关设施，开发和推广健康促进适宜技术和健康支持工具，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硬件、手机 APP 等信息技术，创新健康管理模式，

提高健康生活方式相关服务可及性。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健康服务消费环境，帮

助群众体验健康生活方式带来的益处和乐趣，提升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百姓获

得感，增强群众维护自身健康的能力。  

  （三）多措并举，全民参与，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  

  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鼓励个人、家庭使用控油壶、

限盐勺、体质指数速算尺等健康支持工具，促使群众主动减盐减油减糖，合理膳

食。引导群众积极参加健身操（舞）、健步走、太极拳（剑）、骑行、跳绳、踢

毽等简便易行的健身活动，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大力推广传统养生健身法。深

入开展控烟限酒教育，促使群众主动寻求戒烟咨询和服务，减少酒精滥用行为。

强调培养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心理品质，提升自我情绪调适能力，保持良

好心态。扶持建立居民健康自我管理组织，构建自我为主、人际互助、社会支持、

政府指导的健康管理模式。  

  （四）科学宣传，广泛教育，营造健康社会氛围。  

  每年围绕一个健康宣传主题，结合 9 月 1 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等各类健康



主题日，广泛宣传健康科普知识。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桥

梁纽带作用和宣传动员优势，以百姓关注、专业准确、通俗易懂的核心信息为主

体，采取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主题宣传与科普宣教互辅佐、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共推进的形式，策划打造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品牌，积极传播健康生活

方式核心信息，努力营造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舆论环境。  

  四、专项行动  

  各地结合工作实际，针对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组织实施“三减三健”、适量

运动、控烟限酒和心理健康等专项行动。  

  （一）“三减三健”专项行动。  

  确定重点人群，减盐、减油、减糖行动以餐饮从业人员、儿童青少年、家庭

主厨为主，健康口腔行动以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为主，健康体重行动以职业人群

和儿童青少年为主，健康骨骼行动以中青年和老年人为主。传播核心信息，提高

群众对少盐少油低糖饮食与健康关系认知，帮助群众掌握口腔健康知识与保健技

能，倡导天天运动、维持能量平衡、保持健康体重的生活理念，增强群众对骨质

疏松的警惕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通过开展培训、竞赛、评选等活动，引导餐饮企业、集体食堂积极采取控制

食盐、油脂和添加糖使用量的措施，减少含糖饮料供应。配合学校及托幼机构健

康教育课程设计，完善充实健康饮食、口腔卫生保健、健康体重等相关知识与技

能培训内容，开展健康教育主题活动，鼓励减少含糖饮料和高糖食品的摄入。通

过开展“减盐控油在厨房，美味家庭促健康”、“聪明识别添加糖”、“健康牙齿、一

生相伴”、“健康骨骼、健康人生”等社区活动，组织群众知识竞赛、健骨运动操

比赛等，传授选择健康食品和健康烹任技巧、口腔保健方法和预防骨质疏松的健

康习惯。在职业场所开展健步走、减重比赛等体重控制及骨质疏松预防活动，协

助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与服务。对基层医务人员和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开展相关

核心信息培训，提高社区健康指导能力，有条件的县（区）建立骨质疏松健康管

理基地（门诊）。  

  （二）“适量运动”专项行动。  

  促进体医融合，积极推进在公共卫生机构设立科学健身指导部门，积极倡导

通过科学健身运动预防和促进疾病康复的知识和方法，在街道、乡镇开展健康促

进服务试点，建立“体医融合”的健康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社会“运动处方”专业体

系建设，开展家庭医生开具运动处方工作试点，提倡开展个性化的科学健身指导

服务体系，提倡社会各单位将健康指标与工作效率相结合的评价机制。鼓励媒体

和社会机构宣传体医融合、科学健身的文化观念，在大众中广泛普及科学健身知

识，提高全民健身科学化水平。  

  （三）“控烟限酒”专项行动。  

  创建无烟环境，禁止公共场所吸烟，开展无烟卫生计生机构、无烟机关、无

烟学校、无烟企业等创建活动，发挥领导干部、卫生计生系统带头作用。以青少

年、女性等为重点，发挥医生、教师、公务员、媒体人员的示范力量，围绕减少

烟草烟雾危害、推广科学戒烟方法等主题，开展中国烟草控制大众传播、“送烟

=送危害”、“戒烟大赛”等宣传教育活动，倡导公众养成健康、文明的“无烟”生活

方式。推广 12320 和 4008085531 戒烟热线咨询，开展戒烟门诊服务，营造“不



吸烟、不敬烟、不送烟”的社会氛围。倡导成年人理性饮酒，广泛宣传过量饮酒

的健康危害，以及对家庭、社会可能造成的酒驾、暴力犯罪等负面影响。以儿童

青少年为重点人群，在学校广泛开展专项教育活动，宣传饮酒对未成年人体格和

智力发育等方面的影响，引导未成年人远离酒精，并向家庭辐射传播酒精危害相

关知识。  

  （四）“心理健康”专项行动。  

  广泛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传播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

引导公民有意识地营造积极心态，调适情绪困扰与心理压力。开展心理健康“四

进”活动。“一进单位”，用人单位为员工提供健康宣传、心理评估、教育培训、

咨询辅导等服务。“二进学校”，广泛开展“培育积极的心理品质，培养良好的行

为习惯”的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活动。“三进医院”，在诊疗服务中加强人文关怀，

普及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技术，积极发展多学科心理和躯体疾病联络会诊制度，

与高等院校、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建立双向转诊机制。“四进基层”，在专业机构指

导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社区居民逐步提供心理评估和心理咨询服务，依托城

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或基层综治中心建立心理咨询（辅导）室或社会工作站，对

社区居民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和服务。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动员社会、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统筹协

调，综合各方力量，依托各个工作平台，共同制定因地制宜的行动实施方案，做

好科学指导、组织实施、信息上报和评估工作。  

  （二）整合工作资源。  

  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具体内容与健康城市、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全

民健康素养行动等工作统筹规划，有效整合资源，确保行动实效。加强对活动实

施的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积极推动社会参与，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开展活动。  

  （三）加强队伍能力建设。  

  定期开展项目培训，提高行动工作队伍的组织、管理、实施和评估等能力。

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健康促进的成功经验，引进健康生活

方式相关先进理念和技术，不断完善和丰富行动内涵，促进行动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督导与评估。  

    省级行动办组织辖区各级行动办每年开展 2 次工作信息逐级审核上报。国家

行动办定期汇总通报全国进展情况，同时结合其他调查及监测数据，掌握目标进

展，制订评估方案，定期组织评估。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和技术指导，总结推广好

的措施和方法，年度推选 30-50 个行动开展典型示范区县和 20-30 个行动参与先

进单位，在全国范围宣传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网站提供工作信息上报和

技术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