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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正式启动健康城市建设以来，始终是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推进实施的，成立了由市政
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市有关责任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
创建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统一领导。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生部门，负责日常工作

的组织协调。2018年以来，我市将健康城市建设纳
入“健康无锡”建设，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以更大力
度推进健康城市建设，建立了以“健康无锡”建设十大
行动牵头单位为组长单位的11个专项工作组，“健康
无锡”建设日常工作以专项工作组的形式实行分级管
理及专项推进。

■ 一把手亲自抓，升级“健康”引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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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开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之路，到1999年全国爱卫会正式授予无锡市“国家卫生城
市”称号，围绕影响人群健康之因素开展的社会综合治理，奠定了无锡从卫生城市迈向健康城市
的基础。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各地随之启动
“健康城市”建设。面对新战略、新要求，从“十三五”开始，我市秉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念，
大力开展健康城市行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无锡特色的健康城市建
设之路。

城市发展 健康优先

建设健康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胜为大胜。2008
年-2010年首轮健康城市行动将健康城市建设纳
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围绕“健康环境、健
康饮食、健康服务、健康社区、健康人群”五大目标
任务，积极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健康教育与干预、
食品安全、城市管理等21项重点工作并设68项指
标，经专家终期评估，各项指标综合完成率达
95.6%。

2011年-2015年第二轮健康城市行动按照突
出健康、项目管理、持续改进、协调发展的工作主
线，围绕城市环境持续改善、健康服务质量有效提
升和居民健康素养不断提高三大重点，重点推进

“蓝天行动、无烟城市行动、食品放心行动、职工关

爱行动、市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社区健康干预行
动、心理健康素质提升行动、居民健康诊断行动”八
大行动并设40项指标，全市健康环境持续改善、健
康设施逐步增加、健康人群不断扩大。

2016年，我市在前两轮健康城市建设评估的
基础上，编制实施《无锡市建设健康城市行动规
划（2016—2020年）》，按照突出健康、问题导向、
项目管理、持续改进的建设主线，围绕营造健康
环境、建设健康社会、培育健康人群三项主要任
务，重点实施“蓝天行动、清水行动、创建优秀管理
城市行动、基本公共服务提升行动、病媒生物防制
行动、无烟城市行动、全民健身行动、慢病防控行
动、职业病防治行动、市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十
项行动。

■ 一张蓝图绘到底，积蓄“健康”支撑力

多年来，我市建立健全了“政府主导、多部门
合作、专业机构支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城
市建设工作机制。各部委（局）强化责任意识，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民健身示范城市、江苏省
优秀管理城市等有机结合，齐抓共管协力推进健
康城市建设。

市委宣传部主导多维度、多视角宣传健康知
识和工作进展，统筹协调无锡日报等主流媒体开
设电视、广播、移动媒体健康专刊、专栏。市体育
局深入实施全民健身“365工程”，打造“文明风尚·
科学健身”等品牌系列活动，积极推行国民体质监

测，促进全民科学健身行动；打造体育超市嘉年
华、全民健身大联动、网民公益大会、环太湖公路
自行车赛、无锡国际马拉松赛、环太湖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等品牌赛事，推进健康产业创新升级。市
水利、环保、太湖办等部门狠抓河长制、太湖治理、
水生态文明、水资源管理等工作。市城管局组织
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市容市貌专项整治
行动等七大专项行动。市卫生健康委开发运用

“健康E家”健康管理系统和“互联网+医疗健康”，
实现窗口、上门和手机APP三种签约服务和“无锡
智医”的运行。

■ 一体化推进，创新“健康”传播力

我市在推进健康城市建设过程中，注重推进
“健康细胞”工程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
务，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制订建设标准。全面启动健康城市建设工作
以后，随即制订和完善健康社区、健康企业、健康促
进学校的建设标准、工作程序，要求示范性的健康
社区必须配套建设健康步道、健康小游园（健康主
题公园）、健康小屋，方便群众在健身、休闲、体检的
同时获得各类疾病防控知识，增强健康意识。

强化行政推动。市爱卫办每年将健康镇村、健
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步道等“健
康细胞”和健康场所创建工作列入对各市（县）区政
府目标任务。健康单位以学校、企业、机关、事业单
位为重点，积极创造有益于健康的环境，落实禁控
烟、健康体检、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危害防护、安全

管理等制度，开展工间操、运动会、联欢会等文化体
育活动，丰富健康文化内涵。

坚持因地制宜。我市在推进“健康细胞”建
设过程中，坚持上下联动、突出重点、整合资源、
分类推进，着力培育新项目新亮点。始终强调

“工作有看头，群众有甜头”的工作理念。“看
头”，就是每个“健康细胞”除了达到创建的基本
标准外，一定要体现自身的特色，有可学习借鉴
之处。“甜头”，就是推进“健康细胞”建设的目的
是提高居民的健康获得感，让辖区居民在创建
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各地分别选择商品房
小区、老旧小区、城市拆迁小区、城乡接合部小
区、农村小区等不同类型的小区，打造“一
居一品”的健康社区样板，发挥示范带动
效应。

■ 一条龙服务，渗透“健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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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水环境质量优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持续提
高。今年上半年，无锡市大气、水环
境质量达“十三五”以来同期最优水
平，尤其是空气质量改善明显，优良
天数比率达80.8%，比去年同期多了
17个蓝天。太湖水环境持续改善。
7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国家和省考
核要求，达标率达100%。45个国省
考核断面优Ш比例为53.3%，无劣Ⅴ
类断面。农村人居环境极大改善。
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到
99.99%，位居全省第一，所辖的江阴
市、宜兴市均为国家卫生城市，是全
国首个文明城市群和国家卫生城市
群，国家卫生镇创建率超过90%。无
锡市空气质量优良比例及年内新增
绿地面积状况也非常良好。

省级健康社区（村）
数量全省第一

“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专业
机构支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
城市建设工作机制已经建立，各相
关部门主责、主业、主角意识已经建
立，“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念基本
落实。城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72平方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
导员3.11名。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数为6.59张、执业（助理）医
师2.99人，每万人拥有公共卫生人

员数为 9.28 人。养老事业不断发
展，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
41.34张。“健康细胞”工程建设扎实
推进，截至2019年底，全市建设健康
社区（村）716个、健康单位440家、
健康学校355所，其中省级健康社区
（村）315个，位居全省第一。

高血压糖尿病
规范管理率均超七成

全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
理率达到91.57%；儿童健康管理率
达到99.57%；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
理率分别达71.56%、71.36%。社会
办医持续发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
1205家，床位数14618张，占比分别
为49.22%和 31.12%。卫生健康支
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5.91%。职
工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
例达到85%，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75%。

人均期望寿命达83岁

慢性病得到有效控制，2019年，
全市 18-50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率
11.31%，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下降
至8.96%，全市人均期望寿命达83
岁。2018年全市孕产妇死亡率、婴儿
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至
7.60/10万、2.07‰和3.34‰。城乡居
民《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率达到
89.11%。

天蓝水净人安康

让健康造福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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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健康需
求的不断增强，我市健康城市建设仍
然面临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
居民的健康素养还需进一步提高；环
境对健康的影响还没有得到根本改
善，大气污染、太湖水环境污染、土壤
污染需要继续下大力治理；健康支持
性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全民健身设
施有待继续完善，社区健身设施还存
在重建设、轻管理现象。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围绕《“健
康无锡2030”规划纲要》推进实施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抓机制、推项目，

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以市民健康
需求为主导实施项目推进：推进绿
色产业发展，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
推进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布局调整优
化，同步提标建设公共卫生机构；推
动医养融合高质量发展。大力培育

“健康细胞”，建设健康支持性环境；
加快推进健康医疗互联网服务，开
设无锡健康大讲堂，将无锡健康大
讲堂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健康宣传阵
地，筹备市民健康科普体验馆建设；
适时成立无锡健康政策研究基地，
着眼国际、国内健康发展趋势，为党
委政府决策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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