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王侃 美编：职文胜 版式：三刚 责校：毛欣6 城 事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
本知识与技能（2024年版）》（简称“健康素养66条”），并以宣
传推广“健康素养66条”为主线，启动“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
年行动”，进一步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转变，引导居民个人真正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

什么是健康素养？新版“健康素养66条”对比2015年版
有哪些变化？武汉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黄远霞详解。

什么是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
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
康的能力。”黄远霞介绍，2008年1月，原卫生部发布《中国公
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从基本知识和理
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三个方面界定了“健康素
养66条”主要内容。

2015 年 12 月，原国家卫计委印发《中国公民健康素
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年版）》，针对我国居民主要健
康问题和健康需求的变化，对“健康素养66条”进行了修订。
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将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提出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2020
年提升至20%，2030年提升至30%。

2024年5月28日，为进一步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助
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再次对“健康素养66条”进
行修订，形成《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
年版）》。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
决定联合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以宣传推广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年版）》为主
线，推动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
引导公众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让人民群
众真正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更好地重视健康、维护
健康、享受健康。

新版“健康素养66条”有哪些变化

相比《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年
版）》，新版“健康素养66条”在“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
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三个方面均有新增条款。

其中，“基本知识和理念”新增条款包括：“主动学习健康
知识，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关注
肺功能，控制慢阻肺危险因素，慢阻肺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
管理”“预防骨质疏松症，促进骨骼健康”。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新增条款“珍惜食物不浪费，提
倡公筷分餐讲卫生”。

“基本技能”新增条款包括：“会处理烧烫伤，会用腹部冲
击法排出气道异物”“发生洪涝灾害时，选择正确避险方式，
会自救互救”。

与此同时，新版“健康素养66条”对2015年版部分内容
进行了整合、修改、更新和完善。

在“基本知识和理念”方面重点强调了“预防是促进
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公民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
护”“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不猎捕、不买卖、不接触野生动物”“保护生育能力”等
内容。

在“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方面重点强调了“体重关联
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不偏食，不挑食”“适量食用坚果”

“每天足量饮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科学健身”“健康成
年人每周应进行150～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150分钟高
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应进行 2～3 次抗阻训练”“不吸烟（含
电子烟）”“电子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烟草依赖是一种慢
性成瘾性疾病”“起居有常”“科学使用消毒产品”“不分心驾
驶”“儿童使用安全座椅”“科学救助溺水人员”“适龄生育”等
内容。

在“基本技能”方面重点强调了“合理选择预包装食品”
“科学管理家庭常用药物”“会测量体重、血压”“学习使用自
动体外除颤器（AED）”，并补充了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避险相关内容。

武汉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如何

在武汉，每到夏秋之交，都会有这样一群人出没于各个
社区、乡村，带着调查员证、手持平板电脑，常在晚上和周末
去入户调查，邀请您填写一份健康知识调查问卷，他们就是
我市的健康素养监测调查员。

黄远霞介绍，武汉市连续多年参加国家级、省级健康素
养监测工作，为掌握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和变化趋势提供
了重要依据。鲜为人知的是，这项工作正是由武汉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牵头推进。

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会按照国家统一的分层多阶段随
机抽样方法，确定调查范围和对象，由调查员开展入户调
查。收集到的数据经过统计分析，形成武汉居民健康素养监
测报告，作为政府制定相关健康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据了解，武汉市从2008年起每年开展居民健康素养监
测，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逐年提高。2023年武汉市居民
总体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8.7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湖北省
平均水平。

撰文：张玲 彭丽 潘婷

新版“健康素养66条”来了！疾控专家详解有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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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 通讯员樊黎明
雷霖 实习生易莉萍）一起交通事故造成四车受
损，因肇事司机拒不支付汽车维修费，最终被诉
至法院。

长江日报记者6月27日获悉，武汉市新洲
区人民法院将“庭审”现场搬进汽车修理厂，促
成4起案件一并调解，且案外人与被告达成庭
外和解协议。

2023年11月的一天，汪某驾驶机动车与沈
某、程某、喻某、黄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造成
4辆机动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发生后，汪某
逃离现场。

交管部门认定，汪某逃逸并负事故全部
责任。因汪某拒不支付车辆损失费用，沈某
等人就各自车辆损失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汪某及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相应
责任。

纠纷化解之前，考虑到4起案件标的较小，
车辆损失的评估证明力有限，以及重新鉴定的
时间成本、金钱成本较大等因素，承办法官决定
优先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因双方分歧较大，
承办法官最终依法开庭审理。

庭审过程中，承办法官耐心倾听双方意
见。原来，事故发生后，4辆受损机动车均被送
到新洲区某汽车修理厂维修。直到开庭时，维

修费还未结算。
经过承办法官多番沟通，承办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同意将财产限额
2000元直接与某汽修厂结算，汽修厂负责人周
某也同意对于其超出的车损直接与汪某结算，
承办法官则就4辆车的维修总价进行协商。然
而，周某说，自己不清楚具体维修工作，因此无
法确定维修成本。

多番沟通后，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且联系不
上周某，案件调解再次陷入僵局。

考虑到某汽修厂距离法院不远，承办法官
当即决定改变调解方式和场所，去汽修厂协商。

为此，承办法官告知双方当事人庭审活动
将在汽修厂进行。

在汽修厂，承办法官向周某详细介绍了案
件相关情况，并告知法院鉴定流程，希望周某能
够配合法院工作，共同化解纠纷。然而，周某态
度犹豫。

经询问，承办法官才得知，事故发生后，该
汽修厂按照约定对事故受损车辆进行了维修，
并多次联系汪某，要求其支付相应的维修费。
然而，汪某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对此，周某心
存不满。明白了周某的顾虑后，承办法官现场
对汪某予以批评教育。汪某知道自己理亏，主
动向周某承认了错误。

“事故已经发生半年多了，维修费至今还没
结算。今天，我把大家叫到一起，就是要心平气
和地把问题一并解决。”调解现场，承办法官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为双方当事人算“经济账”

“成本账”“时间账”。
最终，在承办法官释法析理、耐心劝导下，

周某与汪某在庭外达成和解协议，汪某分期向
某汽修厂支付4辆受损机动车维修费共计3.2
万元。4名原告对这一结果表示认可，主动向
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至此，4起纠纷得以圆
满化解。

“庭审”现场搬进汽修厂
法官一次性化解4起交通事故纠纷

■长江日报记者商佩 查锴

随着骑行东湖绿道不断火爆出圈，伴生的交通安全问题成为市民和游客讨
论的热点。武汉市民罗先生近日反映，有人骑专业竞速自行车在东湖绿道上“飙
车”，存在安全隐患。

长江日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确实有骑行者在东湖绿道上疾驰，速度远超
10公里/小时的限速规定。东湖风景区为此回应：东湖绿道内已设置各类减速
带，相关部门正在探索更多改进方法，欢迎市民建言献策。

市民反映：东湖绿道“人车矛盾”渐起

“最近流行骑行，很多人在东湖绿道上‘飙车’。”喜欢吃过晚饭后去东湖绿道
散步的市民罗先生对记者说，“特别是落雁岛方向，时常有骑行团骑着车快速经
过，给行人带来安全隐患。”他的担忧并非个例，不少市民也反映了这一问题。

市民安先生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留言：“有些骑行者在东湖绿道拐弯的地方
也不减速，我碰到过一个飞速骑行的人撞倒了一个骑共享单车的人。”

有市民建议，东湖绿道应禁止竞速自行车进入。也有市民提议：“在路上多
设置减速带，让竞速自行车的速度提不起来。”

骑行爱好者王先生每周都会去东湖绿道骑行2至3次。他说：“我们在人群
密集的地方不会骑得太快。因为常有孩子乱跑乱穿，或是有共享单车突然拐到
路中间，所以容易发生碰撞。”

记者探访：限速10公里/小时规定形同虚设

接连多日，记者在东湖绿道上观察发现，尽管《游客须知》中明确写有“自行
车限速10公里/小时”，绿道各处的广播也在循环播放限速提醒，但仍有不少骑
行者在湖中道、郊野道等区域超速骑行。路边一名巡查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骑
行者）大多数是在社交群里约好了来东湖绿道骑车的，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
人。我们拦也拦不住。”

记者在郊野道骑行时注意到，有专业骑行者主打“休闲放松”，车速和共享单
车骑行者差不多；也有骑行团“嗖”的一下从身边疾驰而过，车速远超10公里/小
时。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检索发现，不少骑行者分享的平均车速超过30公里/小时。

记者在东湖绿道上随机采访了几名骑行者。其中一名年轻人说：“我觉得只
要注意安全就行了，这里这么宽敞，不骑快一点就‘浪费’了。”当记者提到限速规
定时，他认为在人流量小的路段限速10公里/小时并不合适。

管理方回应：采取措施兼顾骑行安全和良好体验

6月7日，记者来到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咨询是否可禁止竞
速自行车进入东湖绿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东湖绿道是公共活动场所，来这里骑
行和步行的人都很多。建设东湖绿道时就考虑到了骑行需求，大部分道路是按照
专业的自行车道标准建设的，6米宽的道路和适当的弯道也适合专业骑行训练。

针对市民的诉求，东湖风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回应：
针对竞速自行车超速的问题，东湖绿道各入口处均设置了减速带，部分重要卡口
加设了专业马路减速带；要求卡口安保人员在竞速自行车进入绿道前做好限速、
文明骑行等提醒工作。东湖绿道指挥中心在特定时间有针对性循环播放自行车
限速规定，提醒骑行者减速慢行、文明骑行；特勤队每日在主要路段巡查，遇到骑
行者车速过快和不文明行为会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者则采取报警处理。

能否在东湖绿道上增设更多减速带？相关负责人直言：“减速带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设置得不合理，也会带来安全隐患。5月下旬，我们在郊野道‘田园童梦’附近设置
了一处黄色点状减速带，先期试行一个月。我们会积极听取市民和骑行爱好者的意见
和建议，兼顾安全骑行和良好体验。如果效果好，将会广泛推广这一做法。”

长江日报记者获悉，全国不少城市已出台绿
道管理办法。比如，成都市出台的《成都市环城生
态区绿道骑行管理办法（暂行）》中明确规定，安全
骑行速度提醒标志应按照高风险路段及人流密集
区域最高速度不大于15公里/小时、其他路段最高
速度不大于20公里/小时的原则设置。骑行人员
应靠右侧骑行，主动避让行人。

东湖风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我们也有
相关条例，下一步将细化规章，出台明确的制度规
范。2020 年起，经修订后批准施行的《武汉东湖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五条提出：“在东湖绿道
步行道、自行车道分开设置的路段，行人和自行车
应当各行其道；合并设置的路段，自行车应当控制
行驶速度，避让行人。”

这位负责人说：“出现‘人车矛盾’，说明我们
的管理和服务与骑友、游客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

距。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将加强沿途巡查和重点
路段驻守；另一方面将通过骑行俱乐部引导社会
力量来缓解矛盾。”

在东湖风景区一家骑行俱乐部旁，记者看到
《骑行公约》展示牌上写着：“安全骑行，不竞速；礼
让行人，文明骑行。”

记者6月17日获悉，东湖风景区管委会已举
行专题会议，召集东湖绿道管理单位和骑行俱乐
部等多方代表作进一步研
究。“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
去改进，欢迎广大市民提
出意见和建议。”这位负责
人表示。欢迎市民就如何
破解“人车矛盾”在武汉城
市留言板或报道评论区建
言献策。 欢迎大家扫码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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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征集>>> 欢迎市民建言献策共商共治

骑行团晚上在东湖绿道上快速骑行。 长江日报记者商佩 摄

网友提了一条建议
公园贴上“防鸟撞”贴纸

前两天，我像往常一样到中山公园散步，
惊喜地发现新变化——园内一栋小楼的窗户
玻璃上新贴了一层带有一个个小圆点的贴
纸。你不要小瞧这层贴纸，它可不是为了美

观，而是为了保护一个个小生命。
事情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5月18日，我

和爱人去中山公园散步，走到小河岸边一栋两
层小楼时发现，旁边草地上有一只死去的小
鸟。我抬头看了看小楼的窗户玻璃，面积不
小，在阳光照射下像镜子一样映出周围景物。
我走近仔细观察，窗户玻璃表面还有一些擦
痕。一直关心鸟类保护的我立马意识到这是
一起鸟撞玻璃事件。更痛心的是，接下来的两
天里，我又在这里发现了两起类似事件。

我心想：“这样下去可不行。”这片区域环
境优美，鸟类活动频繁。如果不采取措施，越
来越多的小鸟恐怕会遭遇不测。于是，我在大
武汉客户端的城市留言板上提了一条建议：

“希望公园在这栋小楼北面、西面的窗户玻璃
上粘贴‘防鸟撞’专用贴纸。这样既能有效防
止鸟撞玻璃事件，也不影响小楼室内采光。”

公园方很快给了我回复，说我的建议很
好，会尽快在窗户玻璃上粘贴“防鸟撞”专用贴
纸。前两天，我去中山公园散步时看到，“防鸟
撞”专用贴纸已被贴上了。

作为一名河北人，我在武汉定居多年，亲

身体验到武汉的绿化建设得越来越好，城市
越来越宜居，鸟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中山公
园这一护鸟举措让我感受到“国际湿地城市”
武汉的责任和担当。热心的你也一起加入护
鸟行列吧。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理享家

科普>>>

鸟儿为什么会撞上窗户玻璃
不是鸟儿太傻非要往窗户玻璃上撞，而

是一些建筑物窗户的透明玻璃非常具有“迷
惑性”，鸟儿看到玻璃上映照出来的景象以为
是真实的，往往发现不了。而且，鸟儿的眼睛
结构与人类不一样，长在头部两侧。所以，它
们看两侧的东西很清楚，其前方却存在一定
的视觉盲区。

鸟儿在空中飞行速度快，骨骼中空且脆
弱，所以它们一旦撞上玻璃，往往是致命的。
每年春秋两季是候鸟迁徙途经武汉之时，也
是鸟儿繁殖的旺季。这段时间，鸟儿活动频
繁，鸟撞玻璃事件较多。

中山公园内一栋小楼窗户玻璃上新贴了
“防鸟撞”专用贴纸。

沙湖公园内，荷花竞相绽放。一个
姑娘轻盈前行，手握色彩斑斓的风筝，为
这美丽的“荷花图”增添了一分灵动。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181***
422

灵动之美

（整理：戴容）

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过生日。他们戴着五彩斑斓
的生日帽，面对镜头兴奋地比“耶”。桌上摆放着精美的
蛋糕，各色奶油“花朵”簇拥着，如同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
脸。对他们来讲，这一定是一次难忘的生日吧。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平心静气

难忘的
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