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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村/社区建设和评价规范 建设和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健康乡镇建设和评价的原则及建设和评价指标。本规范适用于健康村和健康社区的规

划、建设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9397 户厕卫生规范

CJJ27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HJ/T338 饮用水水源地划分技术规范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村卫生室建设标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卫生县城（乡镇）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健康村/社区 healthy village/community

致力于通过制定促进健康的公共政策、改善公共设施与服务水平、提升环境质量、传播健康文化、

形成关注健康的社会氛围，促进整体健康水平提高的行政村或社区。

3.2

健康环境 healthy environment

健康环境是指环境介质本身的特性或外来污染在短期或终生、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体时不会导致人

急性或慢性的健康危害，有利于改善人群生理和心理健康的要求。

3.3

健康社会 healthy social well-being

以利于或改善人群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公共安全和人的社会关系等

社会网络支持因素。

3.4

健康服务 healt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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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于或改善人群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为目标的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与促进、健康保险以及相关服

务。

3.5

健康文化 healthy culture

以利于或改善人群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为目标的社会氛围、社会公共准则和价值体系的培育，促使

群体及个人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3.6

健康细胞 healthy cell

指内部环境、文化和人际关系，及成员社会角色和社会适应性等符合促进健康要求的社会单元。

4 健康村的内涵

4.1 健康村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过程；

4.2 健康村的建设应达到全民共建共享的目标；

4.3 可持续的健康服务和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维护保障机制。

5 健康村的建设原则

5.1 健康村的建设应达成党政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的共识。

5.2 通过需求评估的方式，甄别健康影响的主要因素，并制定建设的主要目标和优先顺序。

5.3 健康村的建设应以政府为主导，部门协调合作，广泛动员社会团体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5.4 针对城区、农村地区和健康细胞的需求和特征，制定因地制宜、差异化的建设规划。

6 健康村的评价原则

6.1 不同地区的健康村评价可在基础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特点选取特征性评价指标。

6.2 健康村的评价可采用本地区不同阶段指标值的纵向比较，也可通过与临近地区或区域平均水平的

横向比较进行评价。

6.3 健康村的评价应通过阶段性的自评估和第三方评估，评价结果作为调整和改进建设规划的依据。

7 建设指导指标与评价基础指标

表 1 健康村（社区）建设指导指标与评价基础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规划与制度 1.健康规划 （1）制订健康村建设的规划☆

2.健康制度 （2）发布与促进健康相关的村规民约☆

（3）制定与促进健康相关的考核与激励制度☆

健康环境 3.垃圾管理 （4）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转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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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专职保洁员或保洁制度☆

4.厕所和污水管理 （6）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7）人畜粪便无暴露

（8）开展粪便资源化利用

（9）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家庭比例☆

（10）公共场所设有卫生公厕☆

5.饮水安全 （11）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12）自来水普及率☆

6.环境友好 （13）无秸秆在田焚烧现象☆

（14）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15）规模化养殖场配置畜禽粪便处理设施☆

（16）有收集农膜、农药瓶等农业生产废弃物的场所或集中收集处理相

关规定☆

（17）工业企业无超标排放“三废”☆

（18）水体无黑臭现象☆

7.其他环境 （19）定期实施病媒生物控制措施☆

（20）道路两侧硬化绿化美化

健康社会 8.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 （21）新农合参保人数比例☆

（22）落实五保户集中供养☆

（23）有养老设施或提供养老服务☆

9.活动场地 （24）有公共活动场所和体育设施☆

10.公共卫生和安全 （25）零售场所销售卫生合格食品

（26）营业性公共场所卫生状况良好

（27）化肥农药使用量年增长率

（28）近三年未发生食品中毒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29）近三年伤害造成伤亡人口的比例☆

11.和谐邻里/社区 （30）制定和落实儿童保护措施

（31）民风和谐

（32）设有村民矛盾调解室

健康服务 12.卫生资源 （33）村卫生室和村医人数建设达标情况☆

13.健康管理
（34）村民健康档案建档率☆

（35）开展成人慢性病综合管理☆

1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36）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情况

健康文化

15.健康促进

（37）有健康科普宣传栏☆

（38）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

（39）倡导家庭健康生活

16.健康行为 （40）15岁以上人群吸烟比例

（41）经常参加健身活动人口比例

健康细胞 17.健康家庭 （42）健康家庭比例☆

居民生活满意 18.公共服务满意度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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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9.乡村治理满意度 略☆

20.交通状况满意度 略☆

说明：带☆的指标为必须纳入评价的基础指标。根据当地情况，可增加其他特征性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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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指标涵义和计算方法

指标名称 指标涵义 指标类型/计算方法

（1）制订健康村建设的

规划
编制有规范的、专业的、可操作的专项规划。 定性

（2）发布与促进健康相

关的村规民约

制定发布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旨在改变与健康相关

行为、促进社区和谐的村规民约
定性

（3）制定与促进健康相

关的考核与激励制度

制定促进村民公共卫生意识树立，卫生知识提高和卫

生行为改变的考核和激励办法，开展卫生知识趣味考

试，个人卫生意识和卫生行为评优，卫生厕所和卫生

厨房评比，健康家庭评选等活动。

定性

（4）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转运处理

建立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垃圾处理模式或就地卫

生处理
定性

（5）有专职保洁员或保

洁制度

村里有稳定的村庄保洁队伍，根据作业半径、劳动强

度等合理配置保洁员。明确保洁员负责垃圾收集、村

庄保洁、资源回收、宣传监督等职责。

定性

（6）无害化卫生厕所普

及率

无害化卫生厕所指符合《农村户厕卫生规范》

（GB19379）要求的户厕

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家庭户数/当地常

住总户数×100%

（7）人畜粪便无暴露 公共区域无人畜粪便暴露，家庭户厕内无粪便暴露 定性

（8）开展粪便资源化利

用

村内有倡导粪便资源化利用的要求，有利用的技术知

识要点宣传或培训，有资源化利用的案例（应用试

点）。

定性

(9)对生活污水进行处

理的家庭比例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是指产生的生活污水纳入城镇

污水管网或村内自建处理设施集中处理，或经过分户

建设的处理设施就地处理后排放。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家庭户数/全村

总户数

（10）公共场所设有卫

生公厕

村内公共场所有独立式卫生公厕或公共建筑内附建

式但对外开放的厕所
定性

(11)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本村饮用水水源地和为本镇居民供水的饮用水水源

地全部划定保护地或保护范围。
定性

(12)自来水普及率 指集中式供水入户的水平
集中式供水入户的户数/全村常住人口

户数×100％

（13）无秸秆在田焚烧

现象

在村内有禁止焚烧农作物秸秆规定和宣传。村内农

田、道旁或其他场所没有焚烧农作物秸秆现象。（作

为做饭和烧水燃料的除外）

定性

(14)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率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包括被作为肥料、饲料、基料、

其他产业原料和燃料生产的比例

年综合利用的秸秆量/年秸秆总产量×

100％

（15）规模化养殖场配

置畜禽粪便处理设施

村属或村所辖区域内的规模化养殖厂应该配置畜禽

粪便处理设施。处理后粪便无害化并能够资源化利

用。养殖场不影响村民的生活环境质量。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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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有收集农膜、农

药瓶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的场所和集中收集处理

相关规定

村内收集农膜、农药瓶等农业生产废弃物的规定和场

所，并有专人负责。
定性

（17）工业企业无超标

排放“三废”

村辖区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渣和

废气”符合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定性

（18）水体无黑臭现象
村辖区范围内的河流、湖泊、沟渠、塘等水体没有国

家定义“黑臭”现象。
定性

（19）定期实施病媒生

物控制措施

村内有定期实施病媒生物控制的工作计划、经费预算

和活动记录及其档案材料。
定性

（20）道路两侧硬化绿

化美化

村内主要道路路面硬化，道路两侧或空地有植树种花

或草坪等绿化。
定性

（21）新农合参保人数

比例
反映农村医疗保险覆盖范围

实际参加新农合的人员数/应参保人员

的数量；其中参保人数比例以当年个人

缴费为准。

（22）落实五保户集中

供养

对无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的老、弱、孤、残人口提供

集中供养
定性

（23）有养老设施或提

供养老服务

村内或镇域内有养老院或老年公寓，或提供居家养老

服务
定性

（24）有公共活动场所

和体育设施

村内有可供日常体育活动、老年活动和儿童活动的公

共场所和设施
定性

（25）零售场所销售卫

生合格食品

反映村内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状况。指在售包装食品

有厂名、厂址、卫生许可批号、食物成分，且未过保

质期。

定性

（26）营业性公共场所

卫生状况良好

旅馆、饭店、浴室、理发店、商店、车站等各类公共

场所的卫生状况和卫生管理措施符合《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定性

（27）化肥农药使用量

年增长率
反映农产品生产环节的安全性和农业环境可持续性

年化肥农药购买增加量/上年度化肥农

村购买总量

（28）近三年未发生食

品中毒和重大环境污染

事件

近三年，村辖范围内没有发生被专业机构认定的群体

性食物中毒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定性

（29）近三年伤害造成

伤亡人口的比例

近三年因道路交通事故、意外跌落、自杀等主要伤害

造成伤亡的人口比例

近三年道路交通事故、意外跌落、自杀

等主要伤害造成伤亡人口数/村内常住

人口数

（30）制定和落实儿童

保护措施

有强制报告儿童权益侵害事件措施和应急处理制度，

村内有专人负责儿童权益侵害上报和处理
定性

（31）民风和谐 村内无赌博、吸毒和其他重大社会治安问题 定性

（32）设有村民矛盾调

解室

村委会或居委会安排专人负责群众矛盾或家庭矛盾

调解
定性

（33）村卫生室和村医 村卫生室面积和村医人数符合《村卫生室建设标准》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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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建设达标情况 要求

（34）村民健康档案建

档率

村内已建立村民健康档案数占年内村内常住人口数

的比例

已建档村民健康档案数/年内村区内常

住人口数

（35）开展成人慢性病

综合管理

镇域内对35岁以上常住人口开展原发性高血压、2型

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管理。
定性

（36）落实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情况

落实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承担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
定性

（37）有健康科普宣传

栏
公共活动场所有健康科普知识宣传 定性

（38）组织开展群众性

文体活动
定期组织活动，推动体育活动开展，传播健康文化 定性

（39）倡导家庭健康生

活

开展宣传动员，倡导家庭环境卫生良好，使用清洁能

源，家庭成员卫生习惯正确，婴幼儿和老人等特殊人

群得到良好看护，家庭氛围和谐健康等

定性

（40）15 岁以上人群吸

烟比例

抽样调查人群（15岁及以上）中吸烟者占调查者总数

的比例。
被调查者中吸烟者人数/被调查者总数

（41）经常参加健身活

动人口比例

经常参加健身活动指每周参加健身活动不少于3次、

每次不少于30分钟、锻炼强度中等以上

经常参加健身活动的人数/常住总人口

数

（42）健康家庭比例
村集体通过公开推荐、评选，组织开展健康家庭评比

活动，获得村级或上级命名为健康家庭

评选为健康家庭的家庭数/村内常住户

数

（43）公共服务满意度
村民或社区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可

及性、公平性和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44）乡村治理满意度

村民或社区居民对村级事务处理公开、公正、合规的

满意程度，及村民参与和民主决策程度、效率和成效

的满意程度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45）交通状况满意度
村民或社区居民对村内道路交通设施便捷性、安全性

的满意程度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臧照芳
与其他部分中的“超重或肥胖”不对应，建议分成2个术语，分别定义，可以不直接引用。

臧照芳
删

臧照芳
删

臧照芳
删

臧照芳
增加内容解释小标题

臧照芳
改为“可选”，与“必选”对应

臧照芳
此级应有小标题

臧照芳
把其关键内容作为附录，参见附录即可，注意目次上也要加上附录

臧照芳
加一句描述性文字，后加冒号

臧照芳
列出药名

臧照芳
加一句描述性文字，后加冒号

臧照芳
小标题对应的是类别，不是药名，药名应写在下一行。

臧照芳
加一句描述性文字，后加冒号

臧照芳
加上后半个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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