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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某地区市级三甲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医

务人员健康科普服务提出建议。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某市四家市级三甲医院411名医务人员进行调查,
通过统计学分析得出相关结果,采用访谈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探讨。

 

结果 411名医务工作者中,超过60.00%的

医务人员认为健康科普工作非常重要;80.54%的医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经常”开展健康

科普工作(每月10~20次)和“总是”开展健康科普工作(每月20次以上)较少,仅占14.84%和20.44%;不同年

龄和职称的医务人员在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频率不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健康科普类型方

面,开 展 最 多 的 是 临 床 诊 疗 中 的 健 康 教 育 或 宣 传 (占86.1%),通 过 互 联 网 平 台 开 展 健 康 科 普 工 作 仅 占

34.14%;在健康科普工作总体效果评价方面,认为“比较好”和“非常好”的医务人员占比超过80.00%;制约医

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因素主要是工作繁忙时间不足、健康科普能力欠缺、缺乏激励机制、缺少健康科普

相关资料和平台等。结论 当前医务人员健康科普能力还跟不上时代发展,医务人员健康科普参与度有待提

高,医院对健康科普工作支持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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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health
 

science
 

popular-
ization

 

work
 

conducted
 

by
 

medical
 

staff
 

in
 

municipal
 

grade
 

A
 

tertiary
 

public
 

hospitals
 

in
 

a
 

certain
 

region,and
 

to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ir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s.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411
 

medical
 

staff
 

from
 

four
 

municipal
 

grade
 

A
 

tertiary
 

hospitals
 

in
 

a
 

city.Rele-
vant

 

results
 

were
 

obtained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an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discuss
 

the
 

findings.Re-
sults Among

 

the
 

411
 

medical
 

staff,over
 

60.00%
 

believed
 

that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was
 

very
 

important;80.54%
 

conducted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in
 

their
 

daily
 

routine.However,only
 

14.84%
 

and
 

20.44%
 

“often”
 

(10-20
 

times
 

per
 

month)
 

and
 

“always”
 

(more
 

than
 

20
 

times
 

per
 

month)
 

engaged
 

in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respectively.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requen-
cy

 

of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among
 

medical
 

staff
 

of
 

different
 

ages
 

and
 

medical
 

titles
 

(P<0.05).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the
 

most
 

common
 

was
 

health
 

education
 

or
 

promotion
 

dur-
ing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86.1%),while
 

only
 

34.14%
 

of
 

the
 

work
 

was
 

conducted
 

through
 

internet
 

platforms.In
 

terms
 

of
 

overall
 

evaluation
 

of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over
 

80.00%
 

of
 

the
 

medical
 

staff
 

considered
 

it
 

to
 

be
 

“quite
 

good”
 

or
 

“very
 

good”.The
 

main
 

factors
 

constraining
 

medical
 

staff
 

from
 

conduc-
ting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were
 

insufficient
 

time
 

due
 

to
 

heavy
 

workloads,lack
 

of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bilities,lack
 

of
 

incentive
 

mechanisms,and
 

scarcity
 

of
 

relevant
 

materials
 

and
 

platforms
 

for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Conclusion Currently,the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bilities
 

of
 

medical
 

staff
 

la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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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to
 

be
 

improved.Additionally,hospitals
 

lack
 

sufficient
 

support
 

for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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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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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指出,提高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
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并将健康知识普及作为提

升居民健康水平的十五项重大行动之一[1]。然而医

学是一门及其复杂的科学,普通人很难掌握。《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规定:医疗卫生人员在提供

医疗服务时,应当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2]。公立医院

医务人员作为医疗行业的主力军,为人民群众普及医

学健康知识责无旁贷。而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发展,
健康科普的载体越来越丰富,由过去的讲座、报纸、广
播、电视等向互联网平台过渡[3]。本文探讨浙江某地

区市级三甲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健康科普工作开展现

状及其困境,为推动该地区市级三甲公立医院健康科

普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和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随机邀请某市

四家市级三甲医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市中医

院及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务人员共411人参与问

卷调查,涉及医生、护理、医技等岗位。同时,采用目

的抽样法选取10名医务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
谈对象包括不同职称、科室、岗位的医务人员,以平衡

性、典型性为原则。
1.2 调查方法 引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设计的

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健康科普工

作开展情况、影响健康科普工作因素、健康科普工作

效果评价等。自行设计访谈提纲,与研究对象围绕医

务人员对健康科普工作的认识、开展健康科普的经历

体会、面临的困难及建议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问卷星发放电子问卷412
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 411 份,有 效 问 卷 回 收 率 为

99.76%。问卷数据采用Excel表格建立数据库导入,
采用SPSS

 

2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主要方

法包括:描述性分析(频数、百分比等),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和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医务人员411人,参与

调查的医务人员的工作单位、年龄、学历、职称、岗位

等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本次调查以市人民医院人

数最多,占
 

37.23%;年龄分布以>30~40岁为主,占
43.8%;学历分布以本科为主,占73.97%;职称分布

以初级和中级最多,分别占43.31%和35.04%;岗位

分布以医生最多,占59.61%。
2.2 医务人员对健康科普工作的认知情况 在本次

调查结果中,超过60.00%的医务人员认为健康科普

工作“非常重要”。见表2。63.99%的医务人员认为

患者对健康科普的需求为“非常需要”,73.48%的医

务人员认为医学健康科普工作对改善患者健康“非常

重要”,64.48%的医务人员认为开展健康科普工作对

提升医务人员职业价值“非常重要”,68.13%的医务

人员认为开展健康科普工作对和谐医患关系“非常重

要”。经秩和检验,不同单位、年龄、学历、职称和岗位

的医务人员对于“患者对健康科普的需求”“健康科普

对改善患者健康的重要性”“健康科普对提升医务人

员职业价值的重要性”“健康科普对和谐医患关系的

重要性”这四项认知情况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3。
表1  医务人员基本情况(n=411)

基本情况 人数(n) 占比(%)

单位

 市人民医院 153 37.23

 市中心医院 113 27.49

 市中医院 80 19.46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65 15.82
年龄

  21~30岁 159 38.69

 >30~40岁 180 43.80

 >40~50岁 61 14.84

 >50~60岁 11 2.68
学历

 大专及以下 51 12.41

 本科 304 73.97

 硕士研究生 53 12.90

 博士研究生 3 0.73
职称

 初级 178 43.31

 中级 144 35.04

 副高级 61 14.84

 正高级 18 4.38

 其他 10 2.43
岗位

 医生 245 59.61

 护理 141 34.31

 医技 25 6.08

表2  医务人员对健康科普工作的认知情况

项目 人数(n) 百分比(%)

患者对健康科普的需求

 很不需要 0 0

 不需要 0 0

 一般 21 5.11

 需要 127 30.9

 非常需要 263 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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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医务人员对健康科普工作的认知情况

项目 人数(n) 百分比(%)

对改善患者健康的重要性

 很不重要 1 0.24

 不重要 0 0

 一般 3 0.73

 重要 105 25.55

 非常重要 302 73.48

对提升医务人员职业价值的重要性

 很不重要 0 0

 不重要 2 0.49

 一般 16 3.89

 重要 128 31.14

 非常重要 265 64.48

对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性

 很不重要 0 0

 不重要 2 0.49

 一般 11 2.68

 重要 118 28.71

 非常重要 280 68.13

表3  不同基本情况医务人员对健康科普工作认知

   情况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n)
认知情况得分

(x±s,分)
H P

单位 0.403 0.751

 市人民医院 153 5.56±1.92

 市中心医院 113 5.36±1.71

 市中医院 80 5.31±1.97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65 5.51±1.99

年龄 1.01 0.388

  21~30岁 159 5.50±2.09

 >30~40岁 180 5.49±1.77

 >40~50岁 61 5.33±1.71

 >50~60岁 11 4.55±1.21

学历 0.111 0.954

 大专及以下 51 5.45±2.21

 本科 304 5.43±1.84

 硕士研究生 53 5.55±1.79

 博士研究生 3 5.00±1.73

职称 0.272 0.896

 初级 178 5.52±2.03

 中级 144 5.36±1.74

 副高级 61 5.52±1.90

 正高级 18 5.33±1.71

 其他 10 5.10±1.37

续表3  不同基本情况医务人员对健康科普工作认知

   情况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n)
认知情况得分

(x±s,分)
H P

岗位 2.007 0.136

 医生 245 5.33±1.84

 护理 141 5.53±1.91

 医技 25 6.08±2.00

2.3 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现状 从调查中可

知,411位医务人员中有80位(19.46%)在日常工作

中从未开展过健康科普工作;在311位开展过健康科

普工作的医务人员中,“经常”开展健康科普工作(每
月10~20次)和“总是”开展健康科普工作(每月20
次以上)仅分别占18.43%和25.38%;在健康科普工

作花费时间方面,每次花费1~15
 

min的医务人员最

多,占43.55%(179人);在健康科普工作类型方面,
最多的是临床诊疗中的健康教育或宣传,占86.10%
(285人)。见表4。

表4  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情况(n=411)

项目 人数(n) 占比(%)

开展健康科普工作

 否 80 19.46

 是 331 80.54

开展健康科普工作频率

 极少(每月2次及以下) 64 15.57

 偶尔(每月3~5次) 60 14.60

 有时(每月6~10次) 62 15.09

 经常(每月10~20次) 61 14.84

 总是(每月20
 

次以上) 84 20.44

健康科普工作每次花费时间

  1~15
 

min 179 43.55

 >15~30
 

min 90 21.90

 >30~45
 

min 37 9.00

 >45~60
 

min 13 3.16

 >60
 

min 12 2.92

健康科普工作类型

 临床诊疗中的健康教育或宣传 285 86.10

 健康讲座 169 51.06

 报刊 52 15.71

 网络平台 113 34.14

 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 59 17.82

 其他 48 14.50

2.4 不同基本情况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情况

比较 不同单位和学历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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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
职称、岗位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率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年龄分布上,21~30
岁的医务人员中有76.10%参与了健康科普工作,而
大 于 50~60 岁 年 龄 段 的 医 务 人 员 参 与 率 达 到

100.00%。在职称方面,正高级职称和副高级职称的

医务人员参与健康科普工作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100.00%和91.80%。在岗位方面,医生和护理人员

是参与健康科普工作最多的2个群体,其中医生的参

与率最高(63.44%),医技人员参与健康科普工作的

比例相对较低。见表5。
表5  不同基本情况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情况

   比较[n(%)]

项目
开展健康科普

否 是
χ2 P

单位 1.767 0.662

 市人民医院 32(20.92) 121(79.08)

 市中心医院 24(21.24) 89(78.76)

 市中医院 15(18.75) 65(81.25)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9(13.85) 56(86.15)

年龄 9.921 0.017

  21~30岁 38(23.90) 121(76.10)

 >30~40岁 37(20.56) 143(79.44)

 >40~50岁 5(8.20) 56(91.80)

 >50~60岁 0 11(100.00)

学历 1.601 0.646

 大专及以下 13(25.49) 38(74.51)

 本科 57(18.75) 247(81.25)

 硕士研究生 10(18.87) 43(81.13)

 博士研究生 0 3(100.00)

职称 23.274 <0.001

 初级 38(21.35) 140(78.65)
 

 中级 30(20.83) 114(79.17)

 副高级 5(8.20) 56(91.80)

 正高级 0 18(100.00)

 其他 7(70.00) 3(30.00)

岗位 11.685 0.003

 医生 35(43.75) 210(63.44)

 护理 36(45.00) 105(31.72)

 医技 9(11.25) 16(4.83)

2.5 不同基本情况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频率

比较 不同单位、学历、岗位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

工作的频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
同年龄和职称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频率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年龄方面,>
50~60岁年龄段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频率

高于其他年龄段;在职称方面,正高、副高级职称医务

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频率高于中级和初级职称医

务人员。见表6。
2.6 对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效果评价 对

健康科普工作的总体成效、科普受众的普及面、受众

对健康科普知识的接受度、健康科普满足公众需求这

4个方面,均认为效果“比较好”的医务人员比例最高,
分别为48.66%、55.23%、51.34%、63.99%。对健康

科普内容科学性、准确性评价,认为“非常好”的医务

人员比例最高(52.31%)。见表7。
表6  不同基因情况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

   频率比较

项目
人数

(n)
开展健康科普的频率

[M(P25,P75)]
H P

单位 0.182 0.980

 市人民医院 153 3.0(2.0,5.0)

 市中心医院 113 3.0(2.0,5.0)

 市中医院 80 3.0(2.0,5.0)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65 3.0(2.0,5.0)

年龄 8.295 0.040

  21~30岁 159 3.0(2.0,5.0)

 >30~40岁 180 3.0(2.0,5.0)

 >40~50岁 61 3.0(2.0,5.0)

 >50~60岁 11 4.0(4.0,6.0)

学历 4.209 0.240

 大专及以下 51 3.0(1.0,5.0)

 本科 304 3.0(2.0,5.0)

 硕士研究生 53 3.0(2.0,4.0)

 博士研究生 3 5.0(3.0,6.0)

职称 14.528 0.006

 初级 178 3.0(2.0,5.0)

 中级 144 3.0(2.0,5.0)

 副高级 61 4.0(3.0,5.0)

 正高级 18 4.0(3.0,4.3)

 其他 10 1.0(1.0,3.0)

岗位 2.808 0.246

 医生 245 3.0(2.0,5.0)

 护理 141 3.0(1.0,5.0)

 医技 25 2.0(1.0,5.0)

2.7 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影响因素 从影

响因素的类型来看,与个人相关的因素中,时间精力

不足(91.99%)和能力欠缺(73.97%)是主要障碍;组
织层面的因素中,缺乏激励机制(67.48%)、缺少资源

平台(63.69%)和领导重视不够(24.51%)依次递减;
而对象因素中,患者参与意识不强(55.83%)也值得

关注。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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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医务人员对健康科普工作的效果评价[n(%)]

项目 非常差 比较差 一般 比较好 非常好

对健康科普工作的总体效果评价 3(0.73) 9(2.19) 66(16.06) 200(48.66) 133(32.36)
对健康科普内容科学性、准确性评价 0 2(0.49) 23(5.60) 171(41.61) 215(52.31)
对健康科普工作受众的普及面评价 4(0.97) 17(4.14) 60(14.60) 227(55.23) 103(25.06)
对健康科普工作受众的接受度评价 5(1.22) 16(3.89) 67(16.30) 211(51.34) 112(27.25)
对健康科普满足公众需求的评价 4(0.97) 13(3.16) 55(13.38) 263(63.99) 76(18.49)

表8  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影响因素

项目 人数(n) 占比(%)
工作繁忙,时间不够 379 91.99
医务人员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 210 50.97
健康科普的能力欠缺 304 73.97
缺少健康科普相关资料、平台 262 63.69
领导不重视 101 24.51
缺乏激励机制 278 67.48
患者参与意识不强 230 55.83

3 讨  论

3.1 本调查中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存在问题

分析 通过调查研究,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存在以

下三方面问题。
3.1.1 医务人员健康科普能力还跟不上时代发

展 健康科普的特殊性在于以通俗易懂、便于受众接

受的方式宣传专业性的科普内容。自媒体时代健康

科普工作的模式更为多样、传播形式更为丰富,健康

科普类自媒体的不断涌现,给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开展

健康科普工作传播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当前,公立医

院也越来越多地探索运用微博、微信、抖音等自媒体

平台,采用科普文章、动漫、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健

康科普工作,向公众传递科学、精准的医学科普知识。
这就决定了科普人员需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

巧妙的语言、文字转换能力。而医务人员接受的教育

多侧重于医学相关科目,写作、演说、拍摄视频、美术

等能力较欠缺,导致科普方式较单一,科普作品容易

晦涩难懂、枯燥无味,达不到应有的科普效果,不利于

医学知识的传播。本调查中,86.10%及
 

51.06%的医

务人员日常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形式主要是临床诊

疗中的健康宣教及健康讲座,通过网络平台(微博、微
信、抖音等)等新媒体方式开展健康宣传的比例仅占

34.14%。73.97%的医务人员认为健康科普能力欠

缺影响了健康科普的开展。
3.1.2 医务人员健康科普工作参与度有待提高 本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绝大多数的医务人员认为健康科

普工作对患者健康和自身职业发展都非常重要,但实

际的参与程度并不高,还有接近20.00%的医务人员

从未开展过健康科普工作,且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频

率和花费的时间都较低,极少(每月2次及以下)和偶

尔(每月3~5次)的医务人员占30.00%左右,大多数

医务人员每次开展健康科普工作花费时间为1~15
 

min。分析原因:(1)医务人员日常医教研工作任务繁

重,主动参与健康科普工作的意识不强,热情不够高,
91.99%的医务人员认为工作繁、时间不够是影响其

开展健康的科普的原因之一;(2)相较于高级别职称

医务人员,低级别职称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

平台和机会相对较少。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医务

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频率在职称上呈现出差异

性,公立医院会主动给予高级别职称医务人员更多的

机会开展健康科普工作,如公立医院优先推荐高级别

职称医务人员参与报社、电视台的采访或访谈,医院

微信公众号会优先选择高级别职称医务人员的科普

文章进行推送,医院直播间的嘉宾也多为主任医师级

别名医。
3.1.3 医院对开展健康科普工作支持不足 当前公

立医院对健康科普工作日趋重视,健康科普方式和健

康科普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均在不断提升,但是医院健

康科普工作整体缺乏顶层设计、缺少制度激励,人力

物力配备不足[4]。由于医务人员没有太多时间和精

力投入健康科普作品的创作和推广,这就需要一支有

一定医学背景、懂得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团

队来运作,将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健康科普作

品,如由医务人员提供或者撰写健康科普内容,健康

科普团队根据不同平台的受众特点,将素材进行符合

网络传播的艺术创作与美术设计的二次加工[5]。本

调查中得知,四家医院都缺乏这样的专业团队,健康

科普工作主要挂靠宣传统战部门,而宣传统战部门人

少事杂,以医学相关专业和管理相关专业工作人员为

主,只有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宣传事务,健康科普作品

转化的数量和质量都相对减少或降低。四家医院虽

然都有设立宣传专项资金,但是主要用于媒体合作,
而给予医务人员的奖励以稿费为主,且占极少部分。
本调查结果显示,67.48%的医务人员表示激励不足

是影响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重要因素,在意

见征询中,90.00%医务人员都表示要加大健康科普

的奖励比重。目前,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主要

依靠个人兴趣、指令性任务推动,难以激发更广大医

务人员参与健康科普工作的积极性[6]。
3.2 建议

3.2.1 培养医务人员健康科普能力 (1)将健康科

普技能教育纳入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中,设置相应的

学分,定期邀请宣传、科普、新媒体等相关领域的专

家,开展科普选题、科普创作、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培训

活动,提高医务人员的兴趣和健康科普能力[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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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挖掘医务人员的特长,使其与健康科普相结合,
如擅长音乐的医务人员,可以邀请其创作或改编健康

科普歌曲;擅长漫画的医务人员,可以鼓励其利用漫

画形式进行健康科普作品创作等。(3)可以建立健康

科普人才库,整合健康科普资源,培养具有健康科普

带头作用的医务人员,带动广大医务工作者开展健康

科普教育工作[8]。(4)总结归纳医务人员健康科普工

作的成功案例,形成良好的案例模型,扩大推广应用。
此外,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搭建具有公开、公益特点

的健康科普网络平台为医务人员提供健康科普学习

资讯、健康科普技能学习资源等[9],开发高度适用的

培训教材供医务人员学习[10]。
3.2.2 完善考核和激励制度 将开展健康科普研

究、创作工作与业务、科研放在同等重要位置[11],建立

医务人员健康科普工作档案,记录其开展健康科普工

作情况。将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纳入其绩效

考核,与其职称晋升相结合,建立完善健康科普工作

方案或者细则,确定健康科普工作的类型、方式、工作

量和考核标准等,建立针对不同类型医务人员的健康

科普工作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12],将健康科普工作落

实到医务人员的日常工作中。
3.2.3 加 大 医 院 对 健 康 科 普 工 作 的 人 财 物 支

持 (1)建议公立医院都应设立医务人员健康科普工

作专项资金,积极争取各级财政部门对健康科普工作

专项经费的资助,增加对医务人员健康科普工作的奖

励,提高专业人员参与健康科普工作的热情和意

愿[13]。(2)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配备专业

的健康科普工作人员团队,按照人才的特长和优势组

建一支健康科普专业队伍,不仅能为医务人员健康科

普选题做参考,还能及时了解最新健康科普内容的发

展趋势动态,协助医务人员将医学知识转化为健康科

普作品等[14-15]。
本次调查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调查范围局限

于该地区市级三甲医院,代表性有限,未来可扩大至

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医疗机构,进行更加全面系统

地比较研究。其次,横断面研究难以揭示医务人员开

展健康科普工作的动态变化规律,后续可开展追踪研

究,考察影响因素的累积效应。再次,调查问卷和访

谈提纲的编制还需进一步改进,以提高信度和效度。
尽管如此,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获得的定

量和定性数据,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该地区市级三

甲医院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现状和影响因

素,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可为医院健康科普

能力建设提供参考。在新时代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宏大背景下,医院和医务人

员应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传播健康知识、倡
导健康行为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促进人民群众身心

健康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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