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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健康江西行动的实施意见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江西行动，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以及省委、省政府《“健康江西 2030”规划

纲要》，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

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实施健康江西行动，提高全民健康

素质，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改革创新，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强化

政府、社会、个人责任，加快推动卫生健康工作理念、服务方式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

系，普及健康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加强早期干预，

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延长健康寿

命，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江西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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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2 年，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省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

升趋势得到遏制，重点传染病、严重精神障碍、地方病、职业病

得到有效防控，致残和死亡风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显

著改善。 

到 2030 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

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因重大慢性

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与全国同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健康公

平基本实现。 

二、专项行动 

（一）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面向家庭和个人，

普及预防疾病、早期发现、紧急救援、及时就医、合理用药等维

护健康的知识与技能,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建

立并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和资源库。构建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

播机制，开展健康巡讲、健康宣传等公益活动,增强健康知识普及

的科学性、权威性。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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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的激励约束。鼓励全省各级电台电视台和其他媒体开办健

康科普节目。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不低

于 22%和 30%。（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委网信办、省中医药局按职责分工负

责） 

（二）合理膳食行动。 

全面推动落实《江西省国民营养计划（2018-2030 年）实施

方案》，为一般人群、贫困人群、特定人群（孕妇、学生、老年

人等）和家庭开展有针对性的营养膳食宣传与指导，鼓励全社会

参与减盐、减油、减糖，落实国家盐、油、糖包装标准要求，开

展示范健康食堂和健康餐厅创建活动。开展限酒科普宣传和行为

干预。落实国家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和食品营养标准体系建

设有关要求。做好贫困地区重点人群营养干预工作,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成人肥胖增长率持续减缓，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

率分别低于 7%和 5%。（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省市场监管局、省

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扶贫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全民健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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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因地因需开展群众身边的健身活动，分层、分类引导运

动项目发展，丰富和完善全民健身行动体系。为不同人群提供针

对性的运动健身方案或运动指导服务，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

运动项目，努力打造百姓身边健身组织和“15分钟健身圈”。推

进公共体育设施（含各类学校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推

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模式，探索开展慢性病运

动干预，鼓励将国民体质测定纳入健康体检项目。把高校学生体

质健康状况纳入对高校的考核评价。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城乡

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分别不少于

90 86%和 92 1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7%及

以上和 40%及以上。（省体育局牵头，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控烟行动。 

推动个人和家庭充分了解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严重危害，鼓

励各类卫生健康机构提供戒烟服务。加强对未成年人等群体的控

烟宣传引导，鼓励领导干部、医务人员和教师发挥控烟引领作用。

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税收、价格调节、法律法规等综合手段，提高

控烟成效。积极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公共场所控烟监督执法，

逐步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把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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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

到 30%及以上和 80%及以上。（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省烟草专卖

局、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治疗、危机干预等方式，引导公

众科学缓解压力，正确认识和应对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网络，加强心理健康人才培养。推动心理健康

服务行业规范化建设，鼓励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志愿者队伍、相

关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心理健康服务和精神障碍康复，规范

发展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建立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机制，完善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

平提升到 20%和 30%，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趋势减缓。（省

卫生健康委牵头，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文明办、省教育厅、

省民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健康环境促进行动。 

加强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向公众、家庭、单位（企业）

普及环境与健康相关的防护和应对知识。推进大气、水、土壤污

染防治。推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建立环境与健康的调查、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5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