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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健康福建行动
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委直属各医疗单

位，福建医科大学、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省中医药科学院：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等要求，实

施好《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实施方案》，省卫

生健康委制定了《健康福建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实施

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闽卫中医〔2022〕124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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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福建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

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

见》，落实落细《“健康福建 2030”行动规划》，实施好《健康

中国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实施方案》，充分发挥中医药

在治未病中的独特优势，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生

命周期的中医药健康服务，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通过实施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开展各种

形式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鼓励各主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

设中医药健康科普栏目，倡导个人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开展日常

自我养生保健，促进广大居民掌握运用基本的中医药养生知识

和技能，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提高到 30%以上，中医

治未病理念融入健康促进全过程、重大疾病防治全过程、疾病

诊疗全过程，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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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妇幼中医药健康促进活动。发挥中医药在优生

优育、妇幼保健和儿童生长发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升围孕

期、围产期的中医药调理和保健服务质量，加强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到 2025 年，在三级和二级以上中医

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院、少数民族医医院，下同）开设优生

优育门诊的比例达到 100%和 90%，三级和二级妇幼保健院开展

中医药专科服务的比例达到 90%和 70%，支持医护人员参加小儿

推拿培训，支持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开展小儿推拿，儿童中医药

健康管理率达到 85%。对托育园、幼儿园、社区、家庭等非医

疗机构开展中医科普，加深家长对中医调理体质、中医科学理

念喂养儿童的思想，积极推进小儿推拿应用进入托育园、幼儿

园、社区、家庭，传授易于推广的常用推拿手法，如捏脊、摩

腹、按揉足三里等。

（二）开展老年人中医药健康促进活动。发挥中医药在老

年人健康维护、疾病预防和治疗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支持对老年护理人员的

中医药知识培训，建设一批中医药特色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村

卫生室）和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中医

体质辨识、诊断治疗、康复护理、药膳养生等中医药特色服务

和多样化体质调理服务包，做实中医药健康管理。二级以上中

医医院均与养老机构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协作，支持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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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院托管或举办养老机构。开展省级老年人中医药健康中

心建设试点，探索完善老年人中医药健康服务模式。到 2025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到 75%。

（三）开展慢病中医药防治活动。在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广

泛开展脑中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门诊服务，支持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组建慢病防治联盟，构建“医院—社区—个人”

慢病管理模式，对慢病患者进行全周期中医药健康管理。支持

中医医院对慢病患者建立中医健康档案，开具中医健康处方，

从营养膳食、传统运动方式、情志调养等方面指导慢病患者进

行自我健康维护。探索数据挖掘在中医药防治慢性病研究中的

应用。

（四）开展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推广活动。继续支持福建

省中医健康管理（治未病）联盟开展工作，创新慢病专科健康

管理模式，延伸服务内容。结合福建地区疾病谱和地域特点，

在中华中医药学会颁布的 18 项治未病干预方案基础上（见附件

1），形成 16 个具有福建地域特色的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和气

滞、血瘀、气虚、痰湿 4 个状态的治未病干预方案。加强二级

以上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建设，支持综合医院提供中医治未病服

务，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推广，发挥针刺、

艾灸、拔罐、推拿、膏方、茶饮等多种中医特色作用，促使广

大群众养成中医健康管理的习惯。鼓励有条件的二级以上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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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综合医院中医科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膏方和三伏

贴服务。

（五）开展“中医进家庭”活动。支持中医类别医师牵头

家庭医生团队或者加入家庭医生团队，为居民提供主动、连续、

综合、个性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中增加药膳、针灸和推拿等中医药服务相关

内容，对家庭医生团队开展中医药诊疗服务能力的技能培训。

推动中医家庭医生入户走访，宣传中医药服务项目和内容，为

居民提供健康状态辨识评估、健康咨询指导等中医健康管理服

务。

（六）开展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中医药干预活动，

开展鼻炎、腺样体肥大、性早熟、矮小症的中医药防治活动。

在中医医院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广使用青少年体质调理及

中医外治等适宜技术，对儿童青少年健康进行早防早控，做好

泉州市（南安市）、南平市（建瓯市）中医适宜技术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首批国家级试点工作。针对儿童青少年肥胖、脊柱

侧弯等健康问题，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干预试点县。在福建省中

医药科学院门诊部开展腺样体肥大、矮小症等中医药适宜技术

干预试点工作。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国医堂开展鼻炎、性早

熟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干预工作。积极组织中医药防控儿童常见

病的健康教育活动，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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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展医体融合强健活动。鼓励有条件的中医医院教

授传统体育项目，指导康复期病人练习适合的传统体育项目。

支持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 、各中医医院、各中医药学会等相关

机构开展传统体育项目的培训推广活动，推动传统体育项目全

面融入日常生活。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社区有组

织地开展传统体育项目学习及有关活动，倡导每天进行半小时

传统体育项目。

（八）实施中医适宜技术推广活动。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

建立中医适宜技术管理中心,支持在县级中医院建立中医适宜

技术推广基地，加强对基层卫生技术人员适宜技术推广培训，

加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力度。到 2025 年，每个中医馆能够规范

开展 6 类 10 项以上中医适宜技术，在所有县域均设置符合标准

的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基地。

（九）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开展全省性的中医药文

化宣传周活动，支持中医药机构参加各种形式的中医药文化传

播活动，建设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中医药研学基地、中

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支持推出一批针对不同受众的中医药题

材节目、纪录片、动漫、绘本等产品。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健

康教育进校园活动，开展中医药文化讲座、中医非药物治疗体

验、中药材辨识、中医药保健功法练习等。面向家庭和个人推

广四季养生、节气养生、食疗药膳等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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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方法，推广艾灸等一批简单易行、适宜家庭保健的中医适

宜技术，倡导群众理解掌握中医药基本理论、健康生活方式、

适宜方法、文化常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和能力维护促进自身健

康、提高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到 2025 年，全省居民中医药健

康文化素养水平提升到 30%。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

领导，建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发挥

中医药高等院校、中医药科学院、学会、协会和企业等机构组

织的作用，明确职责分工，确保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工作

有力有序开展。

（二）加强宣传引导。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充分利用现

有宣传平台，把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宣传工作系统化、日常化。

各地宣传要形成自身风格，打造本地特色，突出自己的文化，

要根据受众特点来选择宣传渠道，使更多的人容易接受宣传方

式和内容，形成良好的中医药健康文化氛围。各地要充分发挥

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作用，线上线下齐动

员，使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深入人心，形成人人参与、人

人热爱中医药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加强督导评估。各地各单位要根据中医药健康促进

专项活动工作任务要求建立健全评估机制，加强相互交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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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炼活动中的典型经验和亮点。按照《健康福建行动中医药

健康促进专项活动评估指标》要求（见附件 2），将有关工作指

标纳入本地区“健康福建行动”考核体系。

附件：1.治未病干预方案 （中华中医药学会版）

2.健康福建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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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干预方案

一、老年人中医体质治末病干预方案，北京市中医药大学

二、老年功能性便秘治末病干预方案，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

三、女性生理周期调养治末病干预方案，广东省中医院

四、产褥期治末病干预方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五、儿童青少年近视治末病干预方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

医院

六、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治末病干预方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中医医院

七、儿童哮喘治末病干预方案，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八、易感冒人群（成人）治末病干预方，天津中医药大学

九、血脂异常易发人群治末病干预方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中医医院

十、预防肥胖治末病干预方案，天津中医药大学

十一、腿椎间盘突出症高危人群治末病干预方案，江苏省中医院

十二、骨质疏松高危人群治末病干预方案，江苏省中医院

十三、易便秘、易腹泻偏颇体质人群治末病干预方案，江苏省中

医院

十四、无症状胆囊结石治末病干预方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十五、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治末病干预方案，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十六、食管癌前病变治末病干预方案，河南省中医院

十七、鼻鼽治末病干预方案，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十八、推拿预防颈椎病治末病干预方案，江苏省中医院



— 10 —

健康福建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

评估指标
序号 分类 指标内容

1
提升全省居民中医药健

康文化素养水平

到 2025 年，全省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

平提升到 30%。其中：中医药信息理解能力素

养水平、中医药基本理念素养水平、中医药健

康生活方式素养水平、中医药文化常识素养水

平和中医药公众适宜方法素养水平分别提高

到 45%、44%、45%、45%及以上和 10%及以上。

2
开展妇幼中医药健康促

进活动

到 2025 年，在三级和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含

中西医结合医院、少数民族医医院）开设优生

优育门诊的比例达到 100%和 90%，三级和二级

妇幼保健院开展中医药专科服务的比例达到

90%和 70%，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到 85%

3
开展老年人中医药健康

促进活动

到 2025 年，65 岁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

率达到 75%

4
开展中医治未病干预方

案推广活动

到 2025 年，实施 18 个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推

广计划

5
开展中医适宜技术推广

活动

到 2025 年，每个中医馆能规范开展 6类 10 项

以上中医适宜技术。

抄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省中医药

学会、福建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福建省针灸学会。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1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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