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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美文

一日

日前，武汉市疾控中心发布《武汉市2024年居民健康素
养监测报告》显示：2024年武汉市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
41.71%，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提前完成《“健
康湖北2030”行动纲要》提出的“到2030年湖北省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提高到35%”的目标。

什么是居民健康素养？这一数据是怎样得出的？调查
反映出武汉居民健康素养具备哪些特点？武汉市疾控中心
健康教育所所长黄远霞详细解读。

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41.71%
提前完成“健康湖北2030”目标

健康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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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素养包括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
行为以及基本技能三个方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要达到30%。在此基础上，《“健康武汉2035”规划》进一
步提出，2030年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达到35%，2035
年要提高到40%。

“武汉市疾控中心每年组织开展全市居民健康素养调
查，为武汉市制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黄远霞介绍，本次监测采用2024年国家统一的《全国居民健
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共调查全市非集体居住的15—69岁
城乡常住居民2400人。结果显示，武汉市居民总体健康素养
水平为41.71%，较之2023年提高了2.92个百分点，高于2023
年全国平均水平29.70%和湖北省平均水平36.10%，并提前完
成《“健康湖北2030”行动纲要》提出的“到2030年湖北省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35%”的目标。

理论素养最高，技能素养最低
居民普遍面临“知易行难”

调查显示，在健康素养的三个方面中，居民基本健康
知识和理念素养最高，为 50.67%；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
养为 41.83%；基本技能素养最低，仅为 38.17%。这组数据
反映出居民“知易行难”，健康知识尚不能有效转化成健康
行为。

从年龄来看，25—34岁年龄组总体健康素养水平最高，

为 66.29%；15—24 岁年龄组次之，为 55.07%；65—69 岁组最
低，为 22.04%。未患慢性病的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
44.47%，高于患慢病的居民。

从文化程度、收入情况和职业构成来看，调查对象文化
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总体健康素养水平越高；医务人
员总体健康素养水平最高，为71.43%，其次是公务员/教师/
其他事业单位人员和其他企业人员，分别为 59.49%和
52.16%。

2024年，全市居民在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
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健康信息六类健康问题上的素养
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科学健康观、安全与急救、健康信息、
慢性病防治、基本医疗、传染病防治。

在健康素养调查全部问题中，这五个问题回答正确率最
高：哪些情况下应暂缓给儿童打疫苗；儿童和青少年也可能
发生抑郁症；发现病死禽畜应怎么做；超重肥胖容易患哪种
疾病；保健食品是否能代替药品治病。

以下五个问题回答正确率最低：关于肝脏的描述；
“OTC”标识知识；全国统一的免费卫生热线电话号码是什
么；咳嗽、打喷嚏时的正确处理方法以及BMI的计算方法。

传染病防治素养不足35%
亟待加强相关健康教育

“调查反映出居民健康素养的薄弱环节，为我们下一步
工作指明了方向。”黄远霞介绍，不同特征人群健康素养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提示65—69岁年龄段、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家庭年收入不足5万元、农民/工人职业群体是开展健康教育
工作的重点人群。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烈性传染病应怎么做”2023年曾是
回答正确率最高的五个问题之一，在2024年的调查中跌出榜
单。同时，在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
急救、基本医疗、健康信息六类健康问题上，传染病防治的素
养水平仅34.46%，排名垫底。

黄远霞介绍，传染病防治素养反映的是居民对传染病防
治相关信息的获取、理解和应用能力。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
水平的高低影响居民对传染病的预防能力，低水平群体预防
能力相对较差，会增加个人及国家的医疗支付，因此加强居
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此外，基本医疗素养在六类健康素养中也处于较低的水
平，提示基本医疗是居民健康素养的薄弱环节。基本医疗素
养具备率关系到个体对卫生资源的利用度和正确就医的能
力，这和目前公众在合理就医和安全用药方面存在的现实问
题相一致，因此进一步加强居民基本医疗的健康教育仍然是
今后的相关工作重点。

下一步，武汉市将持续推进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加强对
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工作，补足短
板，稳步提升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撰文：潘婷 卢艳华）

41.71%！2024年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亮出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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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中午，我在网上刷到
与游览黄鹤楼相关的推送，称“3

月8日全国女性游客享门票半价优惠”，便
临时起意独自前往黄鹤楼公园。

当日下午，从东门入园后，我想起撒贝
宁在今年春晚上说过的：“蛇年到了，咱们
怎么也得爬趟蛇山吧。”这句话用在当下可
谓相当应景。天高云淡、微风拂面，我拾级
而上，顿觉神清气爽。爬到黄鹤楼三楼时，
游客渐少，我便放慢脚步欣赏风景，并拍摄
了不少好看的照片。越到高处，视线越好，
夕阳洒在远处的江面上，景物都像被镀了
一层光。

我不禁想起自己上次登黄鹤楼还是在
2016年。时隔9年，我这次登楼觉得城市

“长高”了，长江对岸的建筑拔地而起，城市
越来越美，游玩黄鹤楼的方式也发生了变
化。从高处俯瞰，我甚至能看到非常有名
的黄鹤楼“红墙”。那一刻，我想向那里的
游客挥挥手，真应了那句“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临近闭园，我竟有些依依不舍。万万
没想到，我有一天也会玩到不想离开。下
楼后，我看到一楼的壁画，那只翩翩起舞
的黄鹤让我顿感“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
三月下扬州”中的依依不舍之情，仿佛我
正在瞭望“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际流”之景。

这时，我看到工作人员列队向游客挥
手。哪怕只有一名游客，他们都会热情道
别，很有仪式感。轮到我了，我提出要击个
掌，他们欣然配合。最后一位工作人员是
一位小哥哥，他面带微笑，真诚而温暖。谢
谢这些工作人员，是你们让我拥有了完美
的游玩体验。

回家后，我不断回味这次行程。看来，
一个人还是要多走走转转，方不辜负这大
好时光。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涓涓妙语

谁能想到，这些小玩意还是我从外地朋友
的嘴里得知的。她说，她上次来武汉没“吃”到

一些“过早”品种，很想托我买一些玩偶寄给她。看来，武
汉的“过早”品种非常吸引人呢。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夜空 点评《全是假的！
武汉这家“过早”店火到排长队》

（整理：沈欣）

观赏音乐喷泉
上周末，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喷泉准时开启，引来众多

游客观赏。在或激昂或委婉的旋律中，水柱时而直冲云
霄，时而翩翩起舞。孩子们或坐在爸爸的肩头，或依偎在
妈妈的臂弯，随着水柱在空中“画”出各种图案，兴奋得手
舞足蹈，不停地发出欢笑声。在音乐和喷泉交织的世界
里，欢乐在人群中蔓延。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风姿

热评

■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杨士启

两周后，2025 武汉马拉松将举行，25 岁
视障姑娘刘雅倩是 13 公里跑项目的一名
选手。

3月8日，汉口江滩公园里，在陪跑志愿
者的陪伴下，刘雅倩完成了8公里适应性训
练，比上次训练多跑了2公里，显得更加轻松
自如。即将到达终点时，她笑着向等候在这
里的志愿者挥手。

在第二故乡首次圆梦

“保持节奏，平稳呼吸。”陪跑志愿者刘婷
的左手紧握陪跑绳的一端，除了观察前方，还
不时看向左侧的刘雅倩，轻声提醒着。刘雅
倩专注地感受着来自刘婷的牵引，脚步轻盈
而坚定。

在看不清赛道的情况下，视障跑者需要
根据陪跑员的口令和牵引前行。陪跑员需要
成为视障者的“双眼”。

这是刘雅倩第一次参加马拉松赛事。因
患有眼疾，她从出生起便处于低视力水平，系
视力残疾一级。8岁时，她从湖南老家来到
武汉市盲童学校求学。从此，武汉成了她的
第二故乡。目前，她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刘雅倩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她曾以啦啦
队志愿者的身份观摩汉马。近距离感受了汉
马赛道上四溢的激情后，她希望自己有一天
也能站上赛道。

去年 5 月，刘雅倩加入公益组织“黑暗
跑团”，开始跟随视障跑友们在东湖绿道
跑步。

“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圆跑‘马’梦。”“黑
暗跑团”发起人徐金泽是刘雅倩在武汉市盲
童学校时的师兄，有着更丰富的运动经验，经
常鼓励刘雅倩。今年，两人获得汉马13公里
跑项目参赛资格。

志愿者陪跑前为她系上双层鞋带

“看似是我们陪伴视障跑者，其实是他们
给了我们超乎想象的能量和感动。”刘婷和李
佳琪都是南航湖北分公司员工，因为热爱跑
步，加入了公司木棉跑团。今年早些时候，得
知木棉跑团将选拔志愿者陪伴视障跑者，两
人第一时间报名。目前，刘婷是刘雅倩的“主
陪”，李佳琪则是“副陪”。

自己会跑与陪跑是两回事。南航湖北分
公司请来专业老师培训志愿者：“热身要注意
活动头部、肩部、髋部、膝部和脚腕；要观察视
障跑者的脸色、步频、心率、呼吸；如果发现对
方不适，要果断停下……”李佳琪说，志愿者
不仅要有长期跑步的经验，更要掌握陪跑的
方法和技巧，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两人是否同频、陪跑绳的距离、手臂摆动
的幅度……接受培训后，刘婷和李佳琪有了共
识。不少细节关系着视障跑者能否以舒适的
状态跑步，这也要求她们在训练中持续磨合。

上次训练结束后，刘婷注意到，刘雅倩系
的鞋带有点松。这次训练前，刘婷特意把刘
雅倩的鞋带系成双层，用手扯了几次才放心，

“要杜绝一切风险”。
为了让视障跑者获得更好的跑步体验，

刘婷和李佳琪陪跑时成了话痨。
“有人在给我们拍照哦”“旁边有个小姐

姐跑过去了”……一路上，刘婷和李佳琪把看
见的每一幕都做“直播”，不仅介绍路况，还通
过语言描述让刘雅倩“看见”身边的环境。

“有了志愿者的帮助，我能更安心地跑起
来，对自己更有信心了。”刘雅倩说。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木棉助盲跑团发起人之一朱慧有过多次
马拉松参赛经验，更曾几次为视障跑者陪
跑。她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跑团团友，目前

已有15名志愿者加入跑团。
朱慧说，一名外地视障跑者也将参加这

次汉马。志愿者会提前做好功课，向对方介
绍跑道各点位的风景和背景资料，希望其参
赛时“看见”3月的武汉。

当大家在汉口江滩公园训练时，24岁志
愿者张慧灵一直等在原地，为他们保管衣物
和背包。在他们抵达终点时，张慧灵第一时
间迎上去递水。她并不是跑步爱好者，一次
偶然的机会得知这一公益活动，便主动加入

跑团，希望为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
作。“我很喜欢和他们聊天，他们每个人都是
能量爆棚的‘小太阳’。”看着视障跑者的状态
越来越好，她感到自己的服务很有意义。

刘雅倩说，目前，国内多数视障人士仍然
较少参与运动。她希望以自己的经历告诉视
障朋友：“我们也能享受运动的快乐，在风里、
在阳光下跑起来。”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刘婷一直这样鼓励
刘雅倩。刘雅倩正在期待她的第一次“完成”。

黄鹤楼里，工作人员列队向游客挥手道别。
网友@涓涓妙语 摄

“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圆跑‘马’梦”

陪跑志愿者助视障姑娘备战汉马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海锋）3月6日，湖北
公路客运集团发布公告：为进一步优化城市
功能布局，配合江汉区旧城改建重大项目建
设，经区政府协调规划及上级行业主管部门
批准，3月21日起，青年路客运站将整体搬迁
至王家墩东停靠点运营。

根据《青年路客运站搬迁公告》，自2025
年3月21日起，王家墩东停靠点试运营。原
青年路客运站将于3月20日19时关闭并停
止办理客运业务，所有客运业务将迁至王家
墩东停靠点。王家墩东停靠点启用后，原青
年路客运站所有班线客车将调整至王家墩东
停靠点运营。王家墩东停靠点位于建设大道
与青年路交会处（西北角），中心城区内的乘
客可选择以下方式到达：乘坐公交 411 路、

506路、512路、550路、560路、812路至建设大
道王家墩站下车；乘坐地铁2号线、7号线至
王家墩东站，从E出口或A出口出站即可到
达。服务咨询电话：96513-4。

近年来，随着高铁、城际铁路、网约车、
顺风车的不断发展，通过公路客运出行的
人越来越少。交通运输部提供的数据显
示，全国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2012 年达到
355.7 亿人次，此后逐年下降，到 2023 年已

不足 50 亿人次。从 2024 年 1 月开始，公路
营业性客运量统计将包车客运量、公共汽
（电）车城际城乡客运量、出租汽车城际城
乡客运量合并统计。

长江日报记者注意到，随着公路营业性
客运量持续减少，全国开始出现城市客运站

“关停潮”。2020 年 7 月 1 日，武汉新荣客运
站关停，其市际、省际长途客运班线调整至汉
口北客运中心继续运营。2023年，汉口北客

运中心宣布终止运营，部分班线迁移至青年
路客运站运营。2024年9月10日，运营了40
年的傅家坡客运站正式关停，部分班线迁移
至宏基客运站运营。

放眼全国，2019 年至今，广州已有包括
广州汽车客运站在内的11家客运站退出历
史舞台。深圳、成都、杭州、东莞、海口等城市
也有客运站关停。截至2024年底，全国仍在
运营的客运站只剩500余家。

3月21日起

青年路客运站迁至王家墩东运营

上周末，武汉解放公园郁金
香展开启，16个品种8.5万株郁
金香将相继绽放，现场同时举办
草坪音乐会，吸引众多市民和游
客踏青游玩、打卡拍照。

一红一蓝两架风车矗立在宽
阔的草坪坡顶上，草坪上划出几
片花田，栽植了大片郁金香。目
前，郁金香处于初开阶段，白色、
橙色、粉色花朵开得正艳。园方
工作人员介绍，只要天气一回暖，
紫色、香槟色、大红、黄色郁金香
很快就会绽放，一周左右时间将
迎来盛放期。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影
报道

郁金香开放
众游客开心

3月8日，汉口江滩公园里，刘雅倩（右）在陪跑志愿者李佳琪的陪伴下热身。
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