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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白衣赤子心 ，浓浓拱墅卫生情 。

２００１年 ，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正式开始 ，原来区卫生防疫站一分为二 ，变成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两个单位 ；为了实现医保接

口 ，全系统所有信息系统推倒重来 ，减少了长远浪费 ，保持了到今天 １１年的总

体稳定 。 ２００２年 ５月 １７日 ，公共卫生提出了“一年起步 、两年发展 、三年壮

大”的目标 ，开始计量认证和国家实验室认可 。 ２００３ 年 ，迎战非典 ，“三办合

一”有序组织 ，传染病直报 、农村集中聚餐申报 、首席调查员等一项项创新 ，走

向全省全国 。 ２００４年 ，药品大降价导致全系统当年亏损 ３千多万 ，离退休老

同志一次次为钱而上访 。 ２００５年 １月 ９日 ，全系统干部职工在浙江儿童剧场

开会 ，１６００名拱墅卫生人勇敢亮剑 、众志成城 ，走上负重拼搏之路 。此后的每

一年 ，社区中医药 、卫生应急 、精神心理 、集团化管理 、科教人才 、绩效考核 、经

济运行 、基本建设 、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 、全省首批卫生强区

等一项项创新 、一个个争先 、一件件大事 ，为 ６０万拱墅居民的身心健康 、经济

发展 、社会和谐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踏进“十二五”的 ２０１１年 ，我们认识到 ：只会做 、不会说 、不会写 ，仍然不是

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管理者 ；既要努力工作 ，又要思考工作方向 ，还要思考给

后人留下什么 。为了把我们努力的过程记录下来 ，认真总结成败得失 ，明确

今后工作方向 ，经过全卫生系统认真研究讨论 ，决定编印枟拱墅论健枠丛书 。

具体包括 ：枟杭州市拱墅区卫生防疫五十五年志枠 、枟杭州市拱墅区公共卫生体

制改革十年志枠 、枟全民健康生活杭州拱墅模式思考与实践枠 、枟城乡社区精神

心理卫生工作手册枠 、枟上塘论健 ———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实践和思

考枠 、枟城乡社区卫生服务集团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枠 、枟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流

程再造研究枠 、枟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基层卫生绩效管理实践研究枠 、枟社区中医

药服务杭州拱墅模式的探索与思考枠 、枟中医老年关怀杭州拱墅模式的实践与

思考枠等 ，计划完成一本出版一本 。 “丛书”编写的定位是 ：围绕居民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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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客观记录工作过程 ，以“白描”为主要手段 。

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完成 ，我们越来越认识到 ：拱墅卫生今后五年发展战

略更加明确了 、发展目标更加坚定了 。那就是 ：认真按照全省“健康浙江”建

设方向 ，紧紧围绕全区“深耕南部 、开发北部”战略 、“发展 、改革 、惠民”主线和

“科学发展”主题 ，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在不断的创建和复核过程中巩

固工作实现高位进位 ；创新社会管理 ，深化卫生改革实现新跨越 ；提升服务能

力 ，推进卫生强区实现新跨越 ；扩大载体范围 ，引导健康生活全国示范实现新

跨越 ；提高首位品质 ，社区中医中药全国示范实现新跨越 ；建设学习组织 ，构

建和谐卫生实现新跨越 。

十年磨一剑 ！ 枟拱墅论健枠是对十年来拱墅卫生工作的记叙 。新的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还在进一步深化中 ，枟拱墅论健枠也同时提出了最基层的实践与

思考 。

是为序 ！

编委会

二 ○一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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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古运河 ，健康新拱墅 。

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 。早在 ２４００年前 ，有个老外 ，对医生和健康这个

话题 ，有过许多精辟论述 ，他说 ：“人类最好的医生就是空气 、阳光和运动 ；医

生的法宝有三样 ：语言 、药物和手术刀 ；病人的本能 ，就是病人的医生 ，而医生

是帮助本能的 。他被西方人称为“医学之父” ，西医生的医生宣誓也出自他 。

几乎同时代 ，我们老祖宗 ，也有一部巨著 ，叫枟黄帝内经枠 ，对医生和健康

这个话题 ，一句话 ，做了更加精辟的概括 。这句话是“上工 ，治未病” 。这句话

的意思是 ：好的医生 ，能够做到未病先防 、已经开始要生病的时候能防止变

重 ，已经是重病时能够控制进一步恶化 ，暂时得到治愈要能够防止复发 。这

句话 ，也成为了今天我们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的核心 ，它就是“预防为主” 。

近年来 ，在京杭大运河的南端 、天堂杭州的北部 ，拱墅区全力打造卫生强

区 ，努力使 ６０万居民生活在健康拱墅 。探索国内首个“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四

级模式” ；推广“咳嗽礼仪”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国际生命科学学会在中国唯

一的试点 ，管好居民的吃和动 ；在社区推广“治未病”理念 ，念几个字测体质 ，

居民认可“治未病” ；防疫大网精密编织 ，创建浙江省首批卫生应急工作示范

区 ；成立全国第一个“职业卫生协作组” ⋯ ⋯ 。

尤其是从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３日开始 ，浙江省率先响应卫生部的号召 ，在全国

启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拱墅区作为浙江省的先行区之一 ，不断赋予

行动新的内涵 ，在社区 、在工作场所 ，形成了以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为主调的健康文化 。

本书分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启动 、实践和思考等三篇 ，主要是一

线工作者的思考和体会 ，希望对基层的社区健康管理工作有所帮助 。

是为序 ！

编委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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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启动仪式

第一节 　缘起

浙江省和杭州市在全国率先响应卫生部的号召 ，在拱墅区举行“浙江省

暨杭州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及运河健走启动仪式”的起因 ，应该追溯到

国际生命科学学会（ILSI）中国办事处与我区合作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人群身

体活动促进项目” 。

２００６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慢病专家赵文华教授一行 ，在拱墅区

督导卫生部“维持健康体重和血压管理关键技术”项目时 ，看到了 １０公里的运

河游步道 ，情不自禁地萌生了应该在拱墅多做点事情的想法 ，她认为“这真是

促进社区居民身体活动与健康的绝佳环境 ，也应该自然地成为社区项目的重

要组成部分 ，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 。”因此 ，拱墅区卫生局倪荣局长

专门向分管区长王新宇 、区长许明作了汇报 ，取得了建设运河健康路的支持 。

许明区长召集王新宇副区长 、区商贸旅游局 、区城管办 、区体育局等部门专题

研究运河游步道建设 ，以很快的速度 ，于 ２００７年 ９月在运河沿线两侧游步道

每隔 ２００米设立一个距离标志 ，投入近 １０万元布设了 ４６个健身点 ，并以沿线

社区 、企事业单位和机关人群为重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健走培训 ，成立运河健

走队 ，引导沿线群众积极 、科学参与健走活动 。在 ２００７年 ５月 — ７月期间 ，拱

墅区与卫生部经过多次沟通 ，期间 ，倪荣局长带领朱幼群副局长 、区疾病预防

控制和妇幼保健中心厉志玉主任一行专门赴北京商议课题的基本思路和框

架 ，终于在 ２００７年 ８月签订了“以社区为基础的人群身体活动促进项目”协议

并正式启动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生活方

式也发生很多改变 ，其中不良的生活方式 ，对国民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与

吸烟 、酗酒 、缺乏活动 、膳食不合理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高血脂 、高血压 、高

血糖 、肥胖已成为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素质的重要危险因素 。为此 ，卫生部疾

病预防控制局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

同发起了以“和谐我生活 ，健康中国人”为主题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而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动与“以社区为基础的人群身体活动促进”和“维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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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重和血压管理关键技术”项目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因此 ，卫生部对这两个

项目以及项目承担地区非常重视 。

２００７年 ８月 ２５日 ，我区接到卫生部的邀请函 ，邀请区人民政府王新宇副

区长和区卫生局倪荣局长参加 ９月 １日上午在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全国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启动仪式 。 ９月 １日上午 ，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基层政府代

表 ，王新宇副区长从陈竺部长手中接过了装有一把控油壶 、一只限盐罐 、两只

盐勺和一把 BMI尺的健康生活工具大礼包 ，并在陈竺部长 、王陇德副部长的

带领下 ，步行了千步大道 ，参观了健康生活工具展厅 。陈竺部长还与王新宇

副区长亲切握手并合影 。

　 　 　 　

倪荣局长和朱幼群副局长在启动仪式后 ，向卫生部疾控局的领导和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慢病专家汇报拱墅区两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并了解宣传

折页 、健康厨具 、腰围尺 、计步器 、BMI尺的来源 ，咨询健康生活工具展厅中电

脑查询膳食换算软件的原理 ，计划根据南方的食谱进行调整 。

回到杭州后 ，拱墅区卫生局就向省卫生厅提出申请 ，希望能够向北京争

取 １０月份举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浙江省的启动仪式 ，省卫生厅非常支持 。

为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像星星之火一样尽快燎原 ，北京也非常支持

浙江省的请求 ，希望浙江省尽快在杭州拱墅先行启动 。 ９月 ，北京方就给拱墅

邮寄出印有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

动标识和口号的 T 恤衫 、帽子和

健康生活工具大礼包 ，另外还提

供了启动仪式所需展板和宣传折

页的电子版 。

因为当时卫生部副部长王陇

德工作调整等原因 ，“浙江省暨杭

州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及运

河健走的启动仪式”比预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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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迟 ，但非常顺利地于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３日正式启动了 。

（朱幼群）

第二节 　启动

为唤起人人从自我做起 ，成为健康生活的实践者和受益者 ，奠定“卫生强

省”建设的广泛社会基础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３日 ，浙江省和杭州市在全国率先响

应卫生部的号召 ，在运河文化广场举行“浙江省暨杭州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及运河健走启动仪式” ，成为继北京以后第一个启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的地区 ，我区作为承办单位 ，得到了卫生部领导的高度肯定 ，陈竺部长进

行了批示 。

２００７年 ９月 ，确定我区作为浙江省暨杭州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及

“运河健走”启动仪式的承办单位后 ，我区专门成立了以分管区长为组长的领

导小组 ，多次组织召开多部门协调会 ，策划仪式承办方案 ，明确各部委办局职

责 ，使准备工作有条不紊 。省卫生厅 、杭州市卫生局和区政府非常重视仪式

前期的组织发动工作 ，真正体现了上下联动 ，多部门合作的机制 。

１０月 ２２日 ，省卫生厅疾控处郑伟处长和林绍斌副处长亲自到我局开现

场会 ，仔细察看了启动仪式举办地 ———运河广场及周边环境情况 ，商定初步

方案 ，明确分工和职责 。

１０月 ３０日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谢剑锋组织召开协调会 ，参加单位包括

区委宣传部 、区卫生局 、区公安分局 、区文广新局 、区商贸旅游局 、区城管办等

六个部门 ，以及与仪式相关的拱宸桥街道 、小河街道分管领导 ，会上确定了启

动仪式基本方案 ，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和具体联系人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落

实邀请市 、区政府领导 ，组织协调各方关系 ，布置各部委办局任务 ；区卫生局

负责现场布置和工作人员安排 、现场指挥 、接待来宾 ；区公安分局负责维持现

场秩序保安全 ，考虑到 １１月 ３日是西博会烟花节 ，公安民警被调派到拱墅区

外的燃放烟花现场 ，启动仪式现场警力不够 ，还请了保安公司人员加强维持

秩序 ；区商贸旅游局协助布置运河游步道一段的气球 、横幅 、指引牌以及游步

道和河道的保洁 ；区城管办负责横幅等宣传品的审批 ；区文广新局负责落实

“运河健走”队队旗和 ８０名健身走志愿者以及 ５０名太极拳表演人员 ；拱宸桥

街道和小河街道各负责组织 ２００名社区居民前来参加启动仪式 ；小河街道另

落实 １００名鼓乐队人员 ，增强现场的喜庆 、热闹气氛 。

１０月 ３０日和 １１月 ２日 ，我局又两次召开了工作人员会议 。会议确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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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总指挥和总联系人 ，并将活动方案 、现场布置草图 、人员分工情况 、时间点

以及注意事项一一告知 ，做到每个点 、每件事均有人负责 ，并规定“点上的负

责人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向总联系人报告准备就绪 ，总联系人向总指挥报告” 。

考虑到主席台上不摆桌椅 ，因此不能像其它会场那样将领导名字摆放在桌上

或粘贴于椅子背上 ，而参加仪式的领导较多 ，层级复杂 ，为防止上台秩序混

乱 ，我们事先在主席台地毯上贴好与每位领导对应的序号 ，迎接时即将序号

纸交给每位领导并告知 。

１１月 ３日 ，启动仪式非常成功 。主席台上 ，参加启动仪式的卫生部疾病

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赵文华教授 、浙江省副秘

书长马林云 、杭州市副市长陈小平 、时任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 、副厅长杨敬 、

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明法 、区委书记俞东来 、分管区长王新宇 、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主任丛黎明 、时任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海青 、区卫生局局长倪荣

等领导都身穿印有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标识的 T 恤衫 。启动仪式由杨敬

副厅长主持 。

杭州市陈小平副市长为运河健走总队授旗 ，省政府马林云副秘书长宣布

“浙江省暨杭州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启动” ，参加人员在杨敬副厅长的倡

议下从拱宸桥进入运河游步道健走 。

在启动仪式上 ，孔灵芝副局长代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做了重要讲

话 。中国工程院院士 、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宣读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倡议书 ，她指出 ，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在带给人们丰富物质享受的同时 ，也在

改变着人们的饮食起居和生活习惯 。与吸烟 、酗酒 、缺乏体力活动 、膳食不合

理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病已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素质的大敌 。为此 ，

她向全省人民提出了八条倡议 ：

一 、追求健康 ，学习健康 、管理健康 ，把投资健康作为最大回报 ，将“我行

动 、我健康 、我快乐”作为行动准则 。

二 、树立健康新形象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不吸烟 、不酗酒 ，公共场所不

喧哗 ，保持公共秩序 ，礼貌谦让 ，塑造健康向上的国民形象 。

三 、合理搭配膳食结构 ，规律用餐 ，保持营养平衡 ，维持健康体重 。

四 、少静多动 ，适度量力 ，不拘形式 ，贵在坚持 。

五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自信乐观 ，喜怒有度 ，静心处事 ，诚心待人 。

六 、营造绿色家园 ，创造整洁 、宁静 、美好 、健康的生活环境 。

七 、以科学的态度和精神 ，传播科学的健康知识 ，反对 、抵制不科学和伪

科学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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