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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

健康管理在战区机关干部中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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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切实确保首长机关的高效运行，利用现有卫生医疗资源，按照健康管理理念对机关干部实行

健康管理是大势所趋。我部按照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宣传教育、加强沟通协调、搭建信息平台、强化多措并举

等方法措施，取得了良好的健康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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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边境安全暗流涌动。战区广

大机关干部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研战、谋战、训战、

备战。长时间的加班熬夜、持续的高强度工作及强烈

的使命感压力，一定程度上会对机关干部的身心健康

构成威胁。因此，加强机关干部的健康管理，保持其

身心健康，使其健康、高效地为军队发展建设服务，

事关部队战斗力的提升，事关军队建设的大局。

我门诊部按照健康管理理念，运用健康管理的手

段，对战区机关干部进行了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

的健康管理，通过 2 年多的应用实践，取得了良好的

健康促进效果。

1 健康管理的实践步骤

1.1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项领导小组

机关干部的健康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良

好的顶层设计和组织保证。军政主管首先要转变观念，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切实把机关干部的健康管理作

为系统性、持续性和长期性的工作来抓，坚持经常抓、

抓经常、长抓不懈。成立健康管理专项领导小组，军

政主管任组长，健全组织架构，明确职责分工，定期

召开健康管理推进会、协调会，分析健康管理工作存

在的难点、堵点，研究应对的对策方案。

1.2 广泛宣传教育，充分发挥自我效能 [1]

通过召开宣传动员会、发放宣传手册、办公网上

发布宣传漫画、广播和微信公众号宣讲等多种方式，

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机关干部充分认清健康

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其加强健康管理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加强对医务工作者的宣传教育，提升责

任感和使命感，使其高度重视健康管理工作，把其作

为卫生工作的重点工作来抓。无论是健康管理者还是

管理对象，都要充分发挥自我效能，积极主动地履行

好各自职责。

1.3 加强沟通协调，实现信息共享共用 [2]。

健康管理的基础是信息的采集与获取，如何全面

掌握机关干部的个人健康既往信息、实时得到各种就

诊诊疗信息，事关健康管理成效的关键。各部门要通

力协作、各司其职，通过各部门、各单位的相互沟通

协调，形成健康管理责任医生与体系医院、上级医院

共享共用机关干部的健康信息，以更好地利于机关干

部的健康管理和疾病诊疗，使其得到全方位的健康管

理。

1.4 搭建信息平台，构建健康管理新模式

战区机关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安全性与便

捷性好的军队综合信息网搭建健康管理平台。战勤部

门、卫生机构、信息部门通力协作、相互配合，搭建

信息平台 [3]。平台设置三个使用端口：①个人使用端

口：可以填报个人相关信息、查看查体结果及诊疗建

议、观看健康教育、进行健康咨询等。②医生使用端

口：维护健康管理资料、进行健康评估、制定干预措

施等。③后台服务端口：系统的维护管理、健康数据

的导入等。八个模块：个人信息模块、年度查体模块、

就诊记录模块、评估干预模块、健康教育模块、健康

咨询模块、专家面对面模块、远程会诊模块。构建机

关干部—责任医生—医院专家三位一体的健康管理新

模式。

2 健康管理的应用方法

2.1 落实个性化查体制度

健康查体是进行健康评估的关键，有效的个性

化查体应根据个体的情况兼顾基础性和针对性，采取

1+X 模式 [4]。健康管理责任医生要结合每名机关干部

的年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健康情况等因素，进

行综合评定，制定个性化查体方案。个性化查体方案

是在基础查体项目之上，不同个体针对性地进行不同

的检查项目，从而体现查体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2.2 坚持定期巡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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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定期进行巡诊，及时掌握机关干部的健康状

况，对基础生命数据进行定期监测，对影响健康的因

素及时进行干预，对出现的病情症状及时给予治疗。

每周 1-2 次巡诊，以上门巡诊为主，电话巡诊、网上

巡诊为辅。巡诊内容有基础生命信息的监测、异常指

标的定期追踪等，巡诊结果及时录入健康档案。

2.3 实行包干到人制度

为进一步压实责任，提升健康管理效果，增强医

务人员对健康管理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实行包干到

人，一包到底 [5]。即一名医生全面负责 2-3 个局（处）

的健康管理工作，负责日常巡诊、常规诊疗、健康档

案管理、体检报告解读、治疗方案的督促落实等。固

定的责任医生管理固定的人群，可以保持健康管理工

作的持续性和连贯性，从而取得更好的健康管理效果。

2.4 坚持多样化管理制度

多样化管理包括分级管理、群体管理、个体管理、

自我管理及专业管理。不同年龄段其健康危险因素是

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按年龄段进行划分，实行分级目

标管理 [6]。然后，在分级目标管理的框架下，融合群

体管理和个体管理，实施自我管理和专业管理相结合。

针对共性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群体管理；针对个性的

健康危险因素，按照职务级别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

进行个体管理。健康管理措施的落实，不仅需要医务

人员的专业管理，而且需要广大机关干部自身的自我

管理。

2.5 实施健康积分制度 [7]

为鼓励机关干部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类健康活动和

加强自我健康管理，实施健康积分制度。目的是实行

防病工作关口前移，主动参加健康管理活动，积极实

现自我管理目标，自觉参与健康知识讲座、健康知识

学习、专家健康咨询等。每参加一项健康活动累计相

应的分数。积分的多少作为年度机关干部立功受奖、

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2.6 落实定期健康指导

每月通过健康大讲堂的形式进行一次健康指导，

邀请体系医院专家面对面对机关干部进行健康指导授

课。每季度邀请体系医院相关专家到基层门诊机构进

行一次健康义诊活动。每年结合查体完成的时间，组

织一次查体报告专家解读活动，对每名机关干部的查

体报告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解读宣教。通过有计划、

有组织、有系统的健康指导活动，提高机关干部的健

康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生活方式，减少或消除影响

健康的危险因素，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目的。

2.7 运用中医适宜技术

中医适宜技术具有“简、便、效、廉”的特点，

适宜在基层门诊机构推广运用 [8]，尤其是方便上门巡

诊治疗服务。且对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和促进健康调

理有显著疗效。积极开展中医特色的健康保健服务，

在中医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充分运用中医

适宜技术，开展针灸、拔罐、艾灸、推拿等中医治疗

手段，从而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9]，增

进健康的作用。

3 健康管理的应用效果

3.1 健康关注度明显提升

健康素养已经成为衡量人群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
[10]，通过广泛的健康教育开展、深入的健康知识宣传、

持续的健康巡诊宣教，广大机关干部对自身健康的关

注度明显提升。实施健康管理后，机关干部开始主动

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主动进行疾病咨询、积极参

加健康讲座、自觉阅读健康信息、主动接受健康监测、

按时进行健康检查等。健康管理改变了他们的健康观

念，提高了他们的健康维护意识 [11]，提升了他们对自

身健康的关注度。

3.2 健康知晓率明显提高

通过多元化的健康宣教、多维度的健康咨询、多

层次的健康指标管理、多手段的危险因素干预等方法

措施，使机关干部增强了健康维护的意识、增加了健

康维护的知识，提高了对自身健康的知晓率。健康教

育的实践应用，使广大机关干部能够理解每项健康指

标的意义、每项异常指标可能引起疾病，对自身的各

项健康指标、存在的疾病危险因素、可能发生的疾病

风险都一清二楚，对自身健康的知晓率明显提高。

3.3 生活方式明显优化

大量研究表明，与慢性疾病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

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不健康膳食、缺乏体力

活动、精神压力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会显著增加慢性

疾病的发生风险。健康的生活方式已成为通过初级预

防降低慢性疾病的主流方法，通过健康管理的应用实

践，使机关干部充分掌握自身健康状况，促使其生活

方式不断得到优化，积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培养健

康的生活方法，从而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目的
[12]。

3.4 健康指标明显改善

健康管理的持续推进，监测、评估、干预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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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周而复始的，有效促进了健康指标的改善。机

关干部以超重、血压异常、尿酸升高、血脂异常、血

糖异常、胆囊息肉、泌尿系结石等较为多见，通过 2

年多持续的健康管理，紧抓各个环节管理，在专家的

建议下，帮助机关干部制度健康干预计划 [13]，如饮食

指导、药物治疗、改善不良生活行为、定期复查等，

坚持跟踪、监测、教育、干预等措施，使机关干部的

异常指标得到明显改善，取得了很好的健康管理效果。

3.5 医院转诊率明显下降

基层医疗机构转诊率较高 [14]，与基层诊疗水平

不高、化验检查设备不足、医生责任心不强、患者疾

病知识缺乏等因素有关。随着健康管理的深入开展，

医院专家下沉基层医疗机构、责任医生责任心明显增

强、机关干部的健康知识不断增加，每周定期的健康

巡诊等健康管理举措，使机关干部的健康能防微杜渐、

及时诊疗，避免了各种非必要的转诊。从而使机关干

部到上级医院的转诊率明显下降。

4 健康管理的应用启示

4.1 思想重视，是做好健康管理工作的基石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思想上的重视，才能在

行动上有效落实。要充分认清健康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认清“保健康就是保战斗”，认清健康管理工作事关

部队建设全局。健康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

有各级各类人员思想的高度重视，将健康管理工作内

行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自觉行动，才能为做好健

康管理工作奠定坚强的基石。

4.2 措施落实，是做好健康管理工作的关键

健康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只有

周而复始，不断升华，长期坚持，才能达到健康管理

的预期目的。在思想重视的前提下，必须强化各项健

康管理制度措施的有效落实，强化各职能部门的主体

责任，形成长期抓、持续抓的不竭动力，要在制度措

施的严、细、实上下功夫。坚决落实好各项健康管理

制度措施，才是做好健康管理工作的关键。

4.3 信息共享，是做好健康管理工作的支撑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健康

管理工作而言，能否全面地掌握管理对象的相关信息，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管理对象各种诊疗信息及健康

资料碎片化 [10] 地存在于各个医疗机构，在安全保密

的前提下，实行各个医疗机构诊疗信息的共享，全面、

及时、准确地掌握管理对象的诊疗信息，可以为健康

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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