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社区健康步道简介 健康社区工作计划
(大全6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进入新
的阶段，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写一份计划，为接下来的学
习做准备吧！我们在制定计划时需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区健康步道简介 健康社区工作计划篇一

强化宣传，提高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让全镇居民进
一步了解建设健康社区的目的、意义，掌握健康社区的理念、
标准和健康知识、技能，营造浓厚的社会参与氛围，形成政
府、社会、市民互动的良好局面。

(1)组织开展好“六个一”宣传活动，积极配合区的工作要求，
组织开展建设健康社区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镇各相关部门
和各村(居)委要结合创建国家卫生镇、爱国卫生月、植树节、
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等活动，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健
康社区宣传。在全镇唱响一首健康城市主题歌，组织有关部
门在媒体、公共场所播放健康城市主题歌，配合上级部门组
织一次歌咏比赛。开展一系列健康相关知识竞赛、市民自救、
互救知识和技能竞赛，不断提高市民自我保健意识和技能。
配合编印健康相关知识系列读本。组织一次群众看、评健康
社区建设成果活动。每个家庭拥有一份健康宣传资料。

(2)发挥媒体宣传教育作用，建立健康社区理念的传播机制。
充分利用发展网、文明和科普画廊等新闻媒体，利用大型广
告、灯箱广告、宣传板面、黑板报等形式广泛开展多层次、
多形式的宣传健康社区的理念、创建国家卫生镇的意义、健
康知识与技能，提高宣传教育的渗透力。及时报道、表扬先
进典型和经验，公开揭露和批评不文明、不健康行为，提高



居民和单位“知、信、行”能力。

各村(居)委、各单位要大力提倡和引导广大居民树立公共责
任意识，形成公共健康行为。年内，全面组织开展五个“人
人”行动，即人人参加健身运动、人人掌握救护技能、人人
知道自己血压、人人参与无偿献血活动、人人养成健康行为。

各村(居)委、各单位要根据镇的工作部署，加强领导，建立
统一高效的建设健康社区工作管理机制;落实相应的目标、任
务、措施、经费和行动计划;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实施中的政策
保障、培训指导、质量管理和效果考评，确保各项工作能够
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要根据各项重点工作的内容，结合各自
实际工作情况，树立大局观念，强化协作意识，建立联系合
作机制，形成工作资源的有效整合，推进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要关注健康社区建设工作的进程，加强管理，注重挖掘、培
养在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能够为市、区、镇提供健康社区
建设的工作经验、信息新闻和现场交流活动，起到典型带路
的作用。

各村(居)委、各单位要积极开展健康志愿者队伍建设，倡
导“健康为人人，人人为健康”的理念，积极探索健康促进
志愿者服务的良性互动模式。在鼓励健康促进志愿者为社会
无私奉献的同时，建立为志愿者服务的机制，引导企业、社
团等社会资源积极介入，充分体现政府、社会对志愿者的关
爱和尊重，吸引更多市民加入健康促进志愿者队伍。

以健康社区建设为工作平台，以创建“健康安全社区”为目
标，将健康促进的理念应用于涉及市民交通安全、工作场所
安全(职业安全)、公共场所安全、涉水安全、学校安全、老
年人安全、儿童安全、居家安全、体育运动安全等9方面的伤
害防制。倡导社区居民、单位树立“安全、健康、文化”理
念，改变不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和行为方式，提高社区单位、
全体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减少事故发生，减少
人员伤亡，确保社会稳定，确保市民生活健康、安全。



积极参加市开展的“2211”建设健康城市工作先进评选，全
镇争创 1—2个建设健康单位市级先进，3个健康城市志愿者
市级先进， 30—40户健康家庭市级先进。并按照1：1的名额
比例，开展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志愿者区级先进的评
比活动。希望各村(居)委、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好评比、选拔、
表彰等活动，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引领全镇建设健康社区
工作。

根据《年市建设健康城市暨爱国卫生工作计划》中关于“健
康社区个性项目”的要求，希望各村(居)委、各单位从社区
的客观实际出发，以社区居民对健康的实际需求为依据，有
重点地开展符合社区特点和居民需求的个性工作项目建设，
实实在在地解决影响居民健康的热点难点问题，并能取得显
著的成效。

各村(居)委、各单位要按照《市建设健康社区工作资料管理
基本要求》的内容，注重工作实施中各类资料的收集整理工
作，做到有完善的健康社区建设工作资料，确保各项重点工
作任务的有效实施。

社区健康步道简介 健康社区工作计划篇二

1.利用社区中的某些场所等让幼儿了解社会的有关知识，对
幼儿进行教育。

2.利用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鸟兽、小河、风雨等对幼儿进
行教育，传授幼儿所需知识，拓展孩子的经验和视野。

3.组织幼儿观看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了解它们的外表特征及
用途，让幼儿从中获得知识。

二、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组织幼儿参加社区公益活动

1.结合节日活动，组织幼儿积极参加社区、园内举行的庆祝



活动，如庆"三八"节、"六一"节等活动。

2.经常组织幼儿给孤寡老人打扫卫生讲故事等，培养幼儿关
心老人，尊敬老人的情感。

3．组织幼儿参与环保活动，增强环保意识。

三、组织幼儿参观社区建设，培养幼儿爱家乡的情感

1.观看工人叔叔盖大楼，了解工人叔叔工作的辛苦。尊敬他
们的劳动成果。

2.带领幼儿参观社区新风貌，讨论社区的变化，培养幼儿爱
家乡的情感。

四、组织幼儿了解小学生的生活，激发上小学的愿望组织幼
儿了解小学生的生活，为入小学做准备。

在本学期的家庭社区活动中，我们要为幼儿提供教育的活教
材，使幼儿在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的过程中，发展观察力、
想象力、思维能力等，使幼儿各方面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社区健康步道简介 健康社区工作计划篇三

主要是针对管辖区内居民的常见病及多发病，增强居民健康
意识和互助共济健康意识，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和预防疾
病能力，教育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尽量降低发病
机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健康保障。应本管辖区居民
的要求，本着社区服务六位一体的服务宗旨，在市、区两级
的指导和领导下，结合社居民教育知识的需要，特计划每月
开展一到两期，以健康为题材的健康教育坐谈活动，为保证
健康教育工作有序开展，保证教育工作质量，结合我站的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计划及实施方案。



1、成立教育工作小组、分工明确，成员名单如下：

讲解员：__、__

题材收集提供：__

注：__负责电脑录入和现场安排工作。

2、加强宣传，要充分利用就诊的机会，让广大居民认识到未
病先防，健康教育的好处。

患病率较高或不太注意个人健康的人群。

1。地 点：社区活动中心

2。时 间：每月1、3、5、7、9、11月份

4。主要内容：社区常见病、多发病的症状和治疗、老年人保
健及慢性病的预防、皮肤病及传播性疾病的讲解、社区一般
保健和康复。

社区健康步道简介 健康社区工作计划篇四

为了做好20xx年健康教育工作，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20xx年工作规范》要求，根据市卫生局的相关工作精神，
结合我辖区居民健康需求，特制定本年度健康教育计划。

一、 工作目标

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教育促进活动，大力传播健康知识，倡
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有针对性的开展防病健康教育活
动，提高居民的卫生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普及健康知
识，增强人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促进全民健康素
质的提高。



二、 健康教育内容

1. 做好健康教育资料的发放及信息回馈。

2. 积极开展健康教育知识讲座，宣传健康教育知识，紧密抓
住居民所关心的健康问题和所需的健康知识，以宣传健康知
识和健康理念。

3. 结合卫生主题宣传日，在群众中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
提高群众对健康知识的认识。

4. 根据辖区内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季节性多发病等特点，进
行相应的健康教育和宣传。

5. 做好检查指导和效果评价，要定期对健康教育工作进行检
查指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健康教育活动执行
过程中的各种活动记录和资料收集整理，对健康教育工作进
行总结和评价。

三、 活动时间与形式

一月份：教育重点是开展冬季节慢性病预防知识宣传，活动
形式以健康教育讲座及板报宣传为主。

二月份：教育重点是儿童佝偻病防治知识，要求父母合理安
排儿童膳食、预防佝偻病的发生，活动形式以健康教育讲座
及板报宣传为主。

三月份：结合三八妇女节，结核病防治日，重点宣传女性生
殖健康知识，结核病防治知识，活动形式以街头宣教、板报
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和公众健康咨询活动为主。

四月份：针对目前高发的禽流感h7n9进行防控知识培训。活
动形式以健康教育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和板报宣传为主。



五月份：结合国际劳动节、世界无烟日、碘缺乏日、世界高
血压日等，重点宣传吸烟有害健康，高血压病防治，职业卫
生等宣传，活动形式以健康教育讲座和公众健康咨询活动为
主。

六月份：结合国际儿童节，世界禁毒日，重点开展儿童保健，
远离毒品宣传，活动形式以健康教育讲座和公众健康咨询活
动为主。 七月份：通过板报宣传，重点宣传夏季养生保健知
识及意外伤害防范。

八月份：结合母乳喂养宣传周，在计划生育和妇女门诊宣传
母乳喂养，宣传预防接种知识和传染病知识，开展健康教育
知识讲座。 九月份：结合全国爱牙日、老年节，重点开展老
年病防治知识，冠心病预防教育，活动形式以健康教育讲座
为主。

十月份：结合世界精神卫生日，开展精神卫生宣传、残疾人
的康复训练等，活动形式以街头宣传和康复指导为主。

十一月份：结合世界糖尿病日，开展糖尿病防治知识宣传，
活动形式以健康教育讲座。

十二月份：结合世界艾滋病防治日，开展性病艾滋病宣传，
以公众健康咨询活动为主。

四、 效果评估

定期组织人员深入群众及学校进行卫生知晓率和健康教育形
成率的调查，以评估健康教育活动的成效，并在以后的工作
中针对存在的问题或薄弱环节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或
者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以了解他们对健康工作开展的知晓率
和满意度。加强对人民群众健康卫生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动
员全社区人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教育是一项长期而
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积极参与,以增强



预防疾病的意识，摒弃不良陋习，形成科学、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

社区健康步道简介 健康社区工作计划篇五

1、全面推进实施第二轮建设健康社区行动计划，认真落实并
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2、广泛开展健康单位、健康村庄、健康家庭建设活动，不断
扩大健康场所覆盖面。

3、有效开展“融入闵行，传播健康”等定向建设项目，取得
基本经验和成效。

积极组织开展巩固市一级卫生镇工作，根据《上海市一级卫
生镇标准》和市、区爱卫办的有关工作要求，加强重点地段
的整治，消除卫生薄弱点，继续开展各类基础性卫生创建和
巩固工作，进一步提高区域整体卫生创建水平。

1、加强宣传动员，提高公众参与度。各村、单位要以创建市
级文明镇和市容达标区域为契机，通过召开动员大会、开展
各种形式的宣传咨询活动以及组织专项整治活动等形式，在
全镇掀起新一轮全民参与巩固卫生镇创建成果的工作高潮。

2、加强协调指导，提高总体卫生质量和管理水平。结合实际
情况，主动寻找大卫生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解决居民群众投
诉的热点问题，加强镇村结合部等薄弱环节的整治。加大投
入，做到队伍落实，督查和执法经常，环卫设施设置合理，
道路保洁到位，乱设摊等六乱现象基本消除。“三小行业”
规范管理，行业卫生水平不断提高。每季度进行自查自纠，
落实职责与整改措施，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工作到位。

3、加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卫生管理。继续抓好农村旱厕改造
工作，按照“规划先导，合理布局，以人为本，方便群众，



注重管理”的要求，在集镇区周边村及流动人口集聚的村民
小组建造公厕，消灭小粪缸，减少蚊蝇孳生地，改善农村用
厕环境。抓好卫生保洁、除害、河道保洁等队伍建设，大力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清除乱招贴、乱涂写，管好垃圾箱房，
保持主干道及村宅道路整洁干净，提高农村整体环境卫生水
平。

4、深入开展基础性卫生创建。以文明创建为载体，继续开展
市级卫生村、市容环境整洁村、文明小区卫生达标、卫生单
位、卫生先进路段等基础性创建和巩固工作，坚持季度检查，
强化过程管理，落实长效管理措施，全面提高卫生水平。

加强有害生物防制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环境整治和突击性、
经常性的除害活动，强化孳生地控制，逐步探索、扩大有害
生物防制服务进社区、进家庭试点工作。

1、加强有害生物控制督查力度。强化日常防制为主的管理措
施，开展重点行业除四害法规的宣传培训，提高单位控制有
害生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降低重点行业虫害密度。加强对
有害生物控制工作的指导与检查，切实推进有害生物控制的
长效管理，提高防制工作质量。

2、开展“易得工程”试点工作。以有害生物控制示范小区为
试点，设置灭蟑药品供应点，免费提供灭蟑药物、开展除害
知识宣传，使市民能及时、便捷地获得灭蟑药品及其相关知
识，主动、有效地进行家庭灭蟑等除害活动，为市民参
与“让虫害远离生活”活动提供方便。

3、加强专业队伍规范管理。进一步明确除害服务站、社区公
益卫生保洁服务社两支专业队伍的工作范围及作业人员岗位
职责，落实作业质量检查考评等管理制度;适时组织从业人员
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和演练，切实提高有害生物控制工作
质量。



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血吸虫病防
治工作的通知》，加强和规范对流动人员的血吸虫病检测工
作。继续组织开展对辖区内三分之一地区的查螺监测，组织
对来自疫区和外出疫区回沪人员等重点人群的血吸虫病查病
工作，力争受检率达80%。

做好公共卫生防病工作。根据卫生防病形势和总体要求，积
极组织公共场所预防性消毒、除害活动。开展对农村土井的
消毒测氯工作，确保有氯率达85%以上。加强对农村家庭办酒
户、学校、建筑工地等单位食品卫生宣传的指导工作，严防
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开展卫生防病宣传。联合计生、人口办、综治办、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警署等部门，针对社区内的发廊、足浴店、等娱
乐场所和外来务工人员集居地等重点场所，开展以艾滋病和
结核病防治为重点内容的知识宣传和行为干预工作，要基本
做到各类重点场所的知识宣传全覆盖，逐步提高从业人员和
外来务工人员的知晓率。按照季节气候特点，结合防病工作
要求，开展环境卫生和防病知识宣传，提高市民卫生防病知
识和技能水平。

在全面启动、实施《镇建设健康社区三年行动计划过程中，
要突出重点，组织开展务实、有效的重点活动和具有区域特
色的工作，拓展健康社区行动内涵，推进建设健康社区行动
计划各项任务指标的全面完成。

1、广泛开展健康社区宣传活动。

组织开展建设健康社区的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结合爱国卫
生月、世界水日、科普进社区、“三下乡”等活动，整合各
方力量，共同参与健康社区宣传，提高宣传的针对性、有效
性，让广大市民了解健康社区的理念，掌握健康知识和技能，
形成政府、社会、市民互动的良好局面。



要聚焦完善健康服务、维护健康食品、营造健康环境、提倡
健康行为等任务重点，广泛动员市民积极参与，使市民真正
成为建设健康社区的主体，共同营造建设健康社区的良好社
会氛围，确保各项指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各职能部门要根据部门工作计划安排，坚持条块结合，制定
并落实具体方案，组织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清洁家
园”、“人人运动”、“万河整治”等16项重点推进活动，
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程度。

3、积极推进“五个人人”健康市民行动。

继续组织开展“五个人人”健康市民行动，即人人知道自己
血压、人人参加健身活动、人人掌握救护技能、人人了解食
品安全、人人养成健康行为。牵头部门要加强组织指导，条
块联动，使活动在深度、广度、特色、规范化管理上有突破，
市民的参与率、知晓率和行为形成率等有进一步提升。

4、积极组织开展区域特色工作。

“融入闵行，传播健康”活动要以增强来沪人员健康意识，
提高来沪人员掌握健康知识和技能的能力，规范自身健康行
为，提高来沪人员健康素质为重点，积极构建和营造来沪人
员参与健康知识学习和享有健康服务平台，特别加强对来沪
人员结核病、艾滋病防制知识的宣传和行为干预，使结核病、
艾滋病社区综合防制工作有新的突破。

5、深入开展健康场所建设。

要广泛动员单位和市民积极参与以健康单位、健康村庄、健
康家庭为重点的健康场所建设工作，提高建设健康社区工作
覆盖面，整体推进建设健康社区工作。年内累计至少有20个
单位参与建设健康单位活动，建设健康家庭的参与率累计达
到20%。



要高度重视健康社区建设工作，结合我镇实际，各村(居)委、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调动社区志愿者积极
性，注重社区资源的综合调配整合，针对健康社区建设的各
项重点任务要求，制定相应具体项目工作方案，对社区健康
服务、活动设施、人才资源进行梳理、调整、配置和整合，
注重工作实施中各类资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工作中的经验，
确保各项重点工作的有效实施。

爱卫办要根据上级工作部署，结合健康社区建设工作，督促
有关部门、单位和村(居)委落实工作。做好组织协调和各项
重点工作实施中的政策保障、培训指导、质量管理和效果考
评，注重挖掘、培养、收集在开展健康社区建设工作中的经
验和做法。

社区健康步道简介 健康社区工作计划篇六

1、加强对全辖区各居民组环境卫生的监督检查，组织发动广
大群众做好巩固和发展创建成果的工作。同时，积极组织义
务清扫队伍开展大扫除活动。防止出现管理松懈，卫生状况
滑波等现象，进一步巩固、发展和提高创建成果。

2、在全辖区各单位开展创建“卫生单位”活动，推动各行各
业爱国卫生工作的有效开展。树立典型，推广经验，营造整
洁优美舒适的工作环境。

二、组织开展第xx个爱国卫生月活动

4月份是全国第xx个爱国卫生月，我社区积极配合县爱卫会巩
固各项创卫成果、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卫生意识，组织全市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预防各类传染病的暴发流行，搞好食品
卫生、饮水卫生，卫生大清扫和除“四害”活动，防止虫媒
传播疾病，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

1、组织开展全辖区除四害统一行动。动员全社会参与，组织



开展春、秋除“四害”行动以及夏季除害、秋季灭蚊、冬季
灭蝇灭蟑周等专项行动，全面控制“四害”孳生、活动的高
峰季节。同时，加大公共场所的消杀力度，组织义务消杀队
伍定期做好道路绿化带、预留地、待建地等日常除“四害”
工作，严格控制“四害”密度，防止病媒生物传染疾病在我
辖区的发生和流行。

2、积极开展“四害”防治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努力从源头上
解决蚊虫孳生问题。根据上级的要求，在全辖区认真开
展“四害”防治设施建设的组织和宣传发动工作。

四、与城管大队联动，抓好辖区的卫生整治工作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确保门前环境卫生。社区与辖区内临
街的单位、门店、住户签订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书，并建
立了管理台帐;城管协管员每天对辖区内责任单位、门店、住
户履行门前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
记录;对在检查中发现影响市容市貌的违规违章行为及时进行
劝阻和制止，责令责任单位、门店、住户整改，对不及时整
改的及时报告城管执法大队;积极配合城管执法大队查处影响
市容环境卫生的违法。

五、广泛开展社区卫生宣传教育活动，致力提高居民卫生意
识和健康素质

采取全方位、多形式、多渠道、立体式的宣传模式，通过设
立爱国卫生宣传专栏、派发宣传资料、刊登宣传专版，广泛
宣传爱国卫生工作。完善和丰富爱国卫生内容，及时向上级
汇报工作信息，提供咨询等服务;组织人员在x小区、x小区x小
区等派发健康教育资料，确保健康教育资料发放到每家每户，
积极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卫生行为。

六、加强爱卫组织建设，实现重心下移，确保各项工作落在
实处



xx年，我社区爱国卫生工作要在全面开展的基础上坚持重心
下移，积极做好爱国卫生工作，不断提高卫生水平。进一步
明确基层爱卫组织的职责、人员和任务，落实辖区责任制，
强化社会卫生管理、除害防病、卫生宣传教育的管理职能，
将辖区各单位的爱国卫生工作管好、抓细、做实。社区干部
和居民群众齐抓共管，齐心协力，确保全年爱国卫生工作任
务的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