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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融合；他要求强化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指导思想在中国的卫生健康工

作中得到了贯彻实施，并进一步在全社会范围中得到响

应和推广。

社会组织参与大健康工作的领域类型和形式

社会组织参与大健康工作的领域类型和形式多种多

样，涉及到多个层面的服务、宣传和倡导。以下是一些

常见的社会组织参与大健康工作的领域类型和形式。

1、健康教育和宣传领域

形 式 ： 社 会 组 织 可 以 通 过 开 展 健 康 教 育 活 动 、 制

作宣传资料、举办健康讲座等形式，向公众传递健康知

识，提高社会对大健康的认知水平。

领域：包括慢性病防控、传染病预防、饮食健康、

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2、社区健康服务领域

形式：社会组织可以设立社区健康站、举办义诊活

动、开展健康体检等，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健康服务。

领域：包括基础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慢性病管理

等。

3、大病救助和医疗援助领域

形式：社会组织可以设立大病救助基金、提供医疗

援助服务，帮助患有重大疾病的患者获得及时治疗。

领域：主要关注重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支持。

4、中医药传承与服务领域

形式：社会组织可以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提供中

医药服务，如中医诊所、中草药配送等。

领域：强调中医药在健康维护和治疗中的作用，促

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融合。

5、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领域

形式：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

响应，提供医疗物资、开展防控工作等。

领域：针对突发传染病、自然灾害等，进行公共卫

生紧急援助和应对。

6、政策倡导与社会影响力领域

形式：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政策研究、倡导活动、社

会影响力活动等方式，推动大健康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

领域：通过影响政策，推动社会对大健康问题的关

注和改善。

这些形式和领域类型并非孤立存在，通常社会组织

在参与大健康工作时会综合运用多种形式，以更全面、

多层次地服务社会健康。这些努力有助于提高社会对健

康问题的认知、改善健康素养，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多元

的支持和服务。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大健康活动的

整体状况以及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截至2022年，我国社会组织在大健康领域的参与逐

渐增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是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大健康活动的整体状况、发挥的作用

和意义的一些特点：

1、整体状况

多样性和广泛性：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大健康活动呈

现出多样性，包括非营利性机构、NGO、志愿服务组织

等。它们覆盖了健康教育、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疾病

防控等多个领域。

区域分布：参与程度在城乡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一

些发达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社会组织更为活跃，而一些偏

远地区的参与相对较少。

2、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社 会 组 织 在 大 健 康 领 域 发 挥 着 弥 补 公 共 服 务 短 板

的作用，尤其在基层社区中提供一些基础医疗服务和健

康宣教；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倡导活动和政策研究，推动

大健康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社会组织通过健康教育、宣传活动等手

段，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行为习惯。

社会组织的参与丰富了大健康服务的提供主体，提

供了多元化、社会化的服务形式，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

求；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分担政府在大健康领域的服

务负担，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多方合作的服务体

系；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引导全社会更广泛参与大健

康事业，形成共同的社会共识，推动全社会关注健康、

投入健康。

健康中国纲要及相关政策支持力度和落地性

2 0 1 3 年 《 关 于 促 进 健 康 服 务 业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 》

发布以来，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

件，核心目标是“全方位干预、全生命周期和防控重大

疾病”。2016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陕西省民政厅印发《关于推进全省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是中央及陕西省关于

健康事业的一项重要战略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和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