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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为老年人发放健康科普手册人员为老年人发放健康科普手册。。 摄影摄影//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陈泽国

朋友圈里不时刷到
似是而非的“养生知识”？伪科

学“造谣一张嘴”，却让专业人士
“辟谣跑断腿”？

健康科普信息良莠不齐，给公众带
来不小的困扰。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多部委联合出台一份关于建立健
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

播机制的指导意见，有望针对
性地“扶正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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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知识“保供给”：正能量要有

“大流量”

近年来，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稳步提高，从 2008 年的 6.48%提升至

2020年的23.15%。与之相伴随，越来越

多优质的健康科普作品面世，造就了

不少“爆款”和“大V”。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支持并鼓励

医疗卫生行业与相关从业人员，创作和

发布更多更优质的健康科普作品。”国

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上述指导意见，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应加大健康科普知识供给力

度，各医疗卫生机构网站应根据本机

构特色设置健康科普专栏，为社区居

民提供健康讲座和咨询服务。此外，三

级医院应建设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健康

科普账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有关负责

人同时表示，健康科普是一项社会性

很强的工作，仅依靠卫生健康部门还

不够，需要多部门通力协作，更需要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

指导意见为此确定了多管齐下的

思路：除了加大健康科普知识供给力

度外，宣传、网信、广电部门开展健康

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媒体开展健康知

识的公益宣传，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

开展健康科普传播活动。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常春看

来，指导意见将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各方

开展健康科普传播，特别是媒体机构和

自媒体。“为什么要做、该怎么做、有什

么要求，为各方提供了一个指南。”

及时澄清“假科普”：让伪科学无

处藏

喝茶就能防治新冠肺炎，勤洗热

水澡就可以消灭新冠病毒……疫情发

生以来，公众对于健康知识的需求越

发强烈，但却有一些“假科普”时不时

蹭热点、赚流量。

对此，指导意见提出，制作、发布

和传播的健康科普信息还应经由相应

领域的专家进行编写与审核，并符合

有关要求。

同时，宣传、网信、广电等部门将

会同卫生健康、中医药等相关部门，引

导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加

强对发布和传播健康科普知识信息的

审核，及时删除虚假健康信息，防止误

导群众。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

究院院长杨宇军说，相关主管部门要

加大对谣言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对于

那些只是为了流量而造谣的主体，必

须依法严厉打击。同时，主流媒体要发

挥权威声音、一锤定音的作用，多打造

让公众信赖的信源。

“对传播范围广、对公众健康危害

大的虚假信息，还将组织专家予以澄

清和纠正。”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

发挥专家库作用：助力健康中国

建设

2020 年 2 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

委员会办公室组建了国家健康科普专

家库，来自健康教育、公共卫生、临床

医学、运动营养、中医药等 30 余个领

域的 1000 多名专家成为首批成员。省

级健康科普专家库也相继完成组建。

“聚集一批有情怀、懂医学、会传

播的专业人才，这一点非常重要。”杨

宇军说。

根据指导意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还将通过各单位推荐，不断吸纳具备较

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热心

健康科普和传播工作的专家进入健康

科普专家库，并分批向社会公布名单。

“专业性会带来很大优势。”常春

曾做过样本研究，发现医学专业人士

做的科普短视频，往往得到受众较高

的认可。她同时建议，专家库要进一步

动起来、活起来，可通过合理的激励机

制进行动态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鼓励媒体开展健康科普活动

时优先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

员，并将专家纳入健康类节目、栏目和

健康公益广告的审核团队，共同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

新华社消息 《“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把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当前健

康素养促进已成为健康促进与教

育工作的核心任务和主要抓手。数

据显示，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稳

步提升，从 2012 年的 8.8%上升到

2021 年的 25.4%，提前完成健康中

国行动2022年的阶段性目标。

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长

宁介绍，为了解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我国从2012年开始进行连续的健康

素养监测，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总

体呈现稳步提升态势，特别是实施健

康中国建设以来，增速明显提升。农

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2012 年的

7.13%提升到 2021 年的 22.02%。

十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健康教

育，推动个人和群体树立健康观

念、掌握健康知识、养成健康行为，

从而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

活质量。

健康县区建设是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落实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抓

手。截至 2021 年，全国共建设国家

级和省级健康促进县区 931 个，占

全国县区总数近1/3。

“通过县区建设，健康治理水

平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等健康指标显

著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

强。”李长宁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健康

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国家卫

生健康委持续加强健康科普，开展

健康教育，对公众关心的包括病毒

传播途径、规范消毒、个人防护等

方面知识进行解读，推动广大群众

掌握防控的健康知识。

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

续开展传染病防治相关健康科普

和教育活动，让专业疫情防控知识

转化为人民群众能掌握的健康能

力和理念，让群众“听得进、学得

会、用得上”，共同提升全民传染病

防治素养水平。（李 恒 沐铁城）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5.4%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