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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阳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沈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爱卫我先行”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市）卫健局、爱卫办，委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国

发〔2020〕15 号）、《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沈阳市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沈政发〔2022〕

2 号）精神，按照《关于在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爱卫我先行”

活动的通知》（辽卫传〔2022〕26 号）要求，全面丰富爱国卫生

运动内涵、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体系、提升爱国卫生运动

社会动员能力，市卫健委、市爱卫办决定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深

入开展“爱卫我先行”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的专业优势，全面推进医疗卫生系统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

式实践活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不断健全爱国卫生运动组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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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使医疗卫生系统爱国卫生运动走在全社会前列，更好的服务

社会、服务人民。

二、重点任务

以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全体工作人员健康素养为重点，开展倡

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实践活动；以机构内部卫生保洁、

厕所日常管护、公共区域消毒消杀和医疗废物管理为重点，全面

加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以戒烟干预服务、提供戒烟专业培训指

导、参与社会戒烟实践为重点，争创爱国卫生运动“先锋队”、

“排头兵”。

三、主要内容

(一)开展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实践活动

以“讲文明、铸健康、守绿色、重环保”主题，加强文明行

为宣传引导，培养全体工作人员自主自律生活方式。

1.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公众号、官方网站设立专门科普宣传

专栏，定期发布科普宣传知识；以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为

主要内容，结合主题定期更换医疗机构公共区域健康教育宣传

栏；诊室内外、候诊大厅、住院部走廊等重点区域，结合科室特

点，摆放健康教育资料架，发放健康教育材料，宣传预防、康复、

护理等科普知识；食堂张贴或摆放“文明餐桌”“光盘行动”“分

餐公筷”“合理膳食”宣传品；医疗机构内厕所内张贴节约用水、

保持清洁等宣传画或标语；开展“戒烟：医者先行”倡导活动，

动员本单位职工积极关注并参与控烟，带头戒烟、带头开展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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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的知晓率。鼓励建设节约型单位，

引导全体工作人员树立珍惜水电、绿色出行、反对食品浪费等意

识。

2.积极推进健康促进。定期开展健康体检，针对全体工作人

员主要健康问题和危险因素，开展针对性健康干预，提升职工自

我健康管理能力；为处于特定时期、特定岗位，或经历特殊突发

事件的员工及时提供心理疏导和援助，心理压力测试和干预；不

定期举办免费科普课堂等形式，普及健康知识和技能、中医药养

生保健知识和方法，促进养成勤洗手、常通风，作息规律、适量

运动、合理膳食，不酗酒不吸烟等良好生活习惯；落实工间操制

度，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群众性体育竞技活动或健身活动。

3.加强健康基础环境。加强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建设，规范日

常管理；合理规划配置体育健身设施，改善健身运动环境；合理

施划车辆停放泊位，科学设置指示标识；开展环境美化绿化；积

极推行明厨亮灶，为职工和患者提供营养配餐，避免高盐、高油、

高糖饮食；持续推进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到 2022 年底，全

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现无烟化。

(二)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提升活动

落实日常保洁制度，引导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单位内部环

境卫生清洁，整治薄弱环节，清除卫生死角，不断巩固和扩大整

治成果，提高环境卫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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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续开展厕所清洁专项行动。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重

点，按照“数量充足、方便可及、干净整洁、管护有序”要求，

集中对设施陈旧、装修简陋、功能缺失的厕所进行提升改造。规

范设置指示与警示标识，改造厕所老化设施，推进节能减排。有

条件的机构可在厕所内配备厕纸、洗手液、干手纸巾(或烘手机)

并及时补充，可酌情增设老年厕位报警系统等其他服务功能；建

设无障碍设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公共厕所应设置单独的可满足

老幼、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方便使用的第三卫生间及附属的盲道、

轮椅坡道、扶手抓栏等人性化设施；努力为孕产妇、儿童等特殊

人群提供人性化服务；规范日常保洁管理、开展文明如厕宣传，

推动建立健全厕所卫生长效管理机制，有效改善医疗卫生机构厕

所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就医体验。

5.规范开展环境消毒消杀。做好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候诊室、

预检分诊点、医疗废物暂存设施设备、电梯轿厢等疾病传播风险

较大区域或部位的预防性消毒。加强病媒栖息孳生场所治理力

度，规范设置毒饵站、灭蝇灯、纱窗、下水篦子等病媒生物防制

设施，定期开展消杀，降低媒介生物密度，减低媒介传染病传播

风险。

6.严控医疗废物处置。加强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和院

内收集、运送设备工具建设并规范管理；做好收集、交接、转运

登记；完善应急预案；加强从业人员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

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培训，做好职业防护与定期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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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益服务活动

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优势，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社

会全面提供专业的指导与服务，延伸公益属性、彰显社会责任。

7.提供健康管理服务。鼓励医疗机构设立健康管理中心、健

康咨询中心，为慢性病高危人群、脑卒中与冠心病等康复患者、

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为出院患者及家属开具健康处

方，并通过随访、电话与线上咨询、新媒体咨询等形式给予健康

咨询与指导。

8.提供控烟干预服务。积极加强戒烟门诊建设，推广医疗机

构戒烟服务，广泛开展简短戒烟干预服务，推行首诊询问吸烟史

制度。逐步实现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戒烟门诊全覆盖，提高戒烟服

务的可及性、规范性。

9.提供科普宣传和义诊服务。结合各类主题日活动，组织行

业专家面向社会，以线上问答、线下互动等形式，开展科普宣传、

健康咨询和义诊活动，为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科普和卫生防病知

识。

10.提供心理干预服务。组建心理健康干预队伍，深入社区、

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推广心理健康在线测评，方便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测评；开通

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群提供心理干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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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提供咨询指导服务。辅助辖区行政部门、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志愿者队伍，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社区传染病

防控等知识技能，开展培训、演练，提高社会救灾防病能力，做

救灾防病能力提升志愿者。

12.参与公益实践活动。号召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单位、家

庭所在街道、社区组织开展的卫生清洁、环保宣传、志愿服务、

综合治理等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参加属地组织开展的各类爱国卫

生运动主题活动，单位有责任为全体工作人员参与社会面爱国卫

生活动提供支持。

(四)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爱国卫生工作体系建设

探索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机制，组建爱国卫生专兼职队

伍，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

13.完善爱国卫生工作机制。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本单位议事

日程，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制定爱国卫生年度工作计划，细化分

解任务，通过组织文明科室、卫生科室、健康科室评比等手段，

逐步引导医疗卫生机构爱国卫生运动走向深入。

14.加强爱国卫生专(兼)职队伍建设。以提升动员能力、提高

参与水平、形成联动机制为目标，在单位内部明确爱国卫生专(兼)

职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参加相关专业培训，组织协调本单位环

境卫生整治、无烟环境建设等工作的开展与评比，以及本级爱卫

办赋予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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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提升队伍实践能力。加强爱国卫生专(兼)职队伍实践能力

培养，要创造条件引导专(兼)职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加入志愿者救灾防病能力提升计划、爱国卫生活动日等实践

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提高爱国卫生工作组织协调能力和业务指导

能力，促进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能力提升。

四、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地区卫健局、爱卫办要深入

动员，引导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正确认识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对于改善医疗服务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

推动医疗卫生机构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强化责任意识，结合爱国

卫生运动“五进”活动和工作实际，制订方案，明确职责，细化

措施，科学实施，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地区、各单位要综合运用电

视、报纸、微博、微信等形式，集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活动，大力宣传医疗卫生机构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典型

经验和成熟做法，积极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三）强化监督，注重实效。按照属地原则，各地区、各单

位要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定期普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

式加大日常监督力度，对医疗卫生机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活

动推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地区每年抽查医疗卫生机构不少于

5家，抽查结果要及时反馈，通过将落实情况纳入精神文明单位、

优秀评比等办法，鼓励先进，督促后进。每年 12 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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