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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70周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优势和

群众动员优势，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学习健

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用千千万万个文

明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线，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为改变城乡

环境卫生面貌、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提升

社会健康治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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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改变汇聚大文明
当精神文明建设遇上爱国卫生运动

爱

爱国卫生运动很“大”，它架起通向美丽
健康中国的桥梁；爱国卫生运动也很“小”，基
层社区、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有与它相关
的工作，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是全民的责任。

走进广州市荔湾区金花街，挨挨挤挤充
满生活气息的居民楼之间，有一个休闲健身
广场，旁边的一条小路边，镶嵌着一面面汉
白玉浮雕。走近细看，上面雕刻的是群众挖
沟渠改善环境、灭“四害”等爱国卫生运动的
场景，还有毛泽东同志题词的锦旗。这是全
国第一个纪念爱国卫生运动历史的文化长
廊，其内容可以回溯到1952年。

爱国卫生运动刚刚发起，广州市民就积
极响应号召，全民出动，挖沟渠、建公厕、清
垃圾，把新中国成立前长年累月污水、粪便
横流的“三臭街”改造得面目一新。1952年
底，全国第二次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金花街被评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单位。

爱国卫生运动是党和国家把党的群众路
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
践，也探索出了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
益的中国模式，其发起既有时代背景，也是人
民诉求。1952年，中央成立防疫委员会，后更
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
生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解
决了不同时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卫
生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广泛发动群众，以除

“四害”、讲卫生、整治环境为重点，爱国卫生
运动在重大疾病防控、重大自然灾害应对中
发挥了统筹协调作用，经受住了鼠疫、天花、
霍乱、血吸虫病等的严峻考验。

改革开放后，爱国卫生运动迈入了开创
新局面的历史时期。1978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重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
国妇联、中国文联等 9个单位联合发出倡
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开展以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和“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
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随着“五讲四美”深入
人心，其内容也在不断充实，后来又增加了

“三热爱”的内容，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从而使其价值指向、思
想内涵更加明确。

1982年，“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写入
宪法，确立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法律地位。各地
区深入推进“两管五改”（管水、粪，改水井、厕
所、畜圈、炉灶、环境）工作，广泛开展“五讲四
美”活动，基本消除了克山病、大骨节病，人民
的文明素质也得到了提升。1982年2月，中央
爱卫会等9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
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

1988年，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更名
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89年3月，
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
出了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即

“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
科学治理，社会监督”，随后全国爱卫会确定
每年4月为爱国卫生月。

2003年春，我国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流行。5月，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打赢防治非典型肺炎战役的一系列重
大部署和要求，中央文明委、全国爱卫会决
定在全国广泛开展“三讲一树”（讲文明、讲
卫生、讲科学、树新风）活动。随后，两部门联
合发出《关于开展“改陋习、树新风”活动的
通知》，要求通过积极有效的工作和社会各
界坚持不懈的努力，组织动员广大群众自觉
革除危害健康、污染环境的不文明行为和不
良陋习，使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通知发出之后，全国各地积极响
应，各市、县、乡（镇）村结合当地实际组织各
种形式的活动，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为
夺取“非典”等突出重大疫情防控斗争胜利
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
震，为确保地震灾区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的
目标，全国爱卫办向四川、重庆、云南、陕西和
甘肃等省（直辖市）爱卫办发出关于大力开展
灾后爱国卫生运动的紧急通知，灾区各级爱
卫办积极发动群众，协调各相关部门，全面综
合整治环境卫生，落实灾后卫生防疫措施，广
泛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临时修建简易厕所，解
决如厕问题。对环境特别是饮用水和动物尸
体进行消毒，开展灭鼠、灭蚊蝇等，灾后震区
没有发生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爱国卫生运动进入了
新的发展时期。爱国卫生工作以卫生城镇创
建、健康城镇建设、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农村“厕所改革”等为载体，大力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取得了新的显著成效。

2013年和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先后
授予中国政府“健康（卫生）城市特别奖”和

“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表彰中国爱国
卫生运动取得的成就。

爱国卫生运动是将我国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文化优势，特别是群众动员优势转
化为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具体行
动。围绕解决不同时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
的突出卫生问题，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
来，不断改善城乡环境，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成为这一“老
法宝”魅力不衰的核心所在。

伴随几代人成长的爱国卫生运动，不
仅清除了看得见的污渍，更清除了看不见
的落后卫生理念和不良卫生习惯，新形势
下，爱国卫生运动不再是简单的清扫卫生、
清洁环境，而是从人居环境、饮食习惯、社
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
展工作，让好习惯延续，将健康文明的种子
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一直以来，群众都在广泛参与爱国卫
生运动，如今，出门佩戴口罩、垃圾分类投
放、保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等习惯正
在悄然成为良好社会风尚，在精神文明建
设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初显。

吃过早饭，贵阳市白云区泉湖街道中
航社区80岁的李瑾怀拎着两袋垃圾下了
楼。刚出楼梯口，看到对面垃圾桶旁站有志
愿者，老人快步迎了上去。“这一袋是湿垃
圾，有摘剩的豌豆苗、菠菜叶，还有几把苹
果皮、石榴皮。你看，垃圾袋还是透明的，看
得清清楚楚！”李瑾怀特意举高左手，打量
一番，随即抬起右手，“这是干垃圾，全是这
几天用的包装袋、塑料袋，完全按要求分的
类。”志愿者想搭把手，老人坚持靠前，将两
袋垃圾依次投入干、湿桶内。“这点事我能
做，你们够辛苦了。”

“依托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垃圾
分类为主题，定期开展‘变废为宝’‘招募环
保小卫士’‘有奖竞答’等系列活动，在街道
85个小区不间断宣传、指导、培训居民如何
开展垃圾分类和投放。”泉湖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罗德红表示，目前辖区逐渐形成居民
定点、定时投放垃圾，物业定人收集垃圾，
湿垃圾收运单位定人、定车、定线路转运垃
圾的闭环管理模式。“我们会立足文明城市
创建，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作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2022年10
月底，贵州省贵阳市在全市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百日攻坚”行动，推动“要我分类”向

“我要分类”转变，共创共享文明、自觉的绿
色生活。

不止贵阳，各地在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创建中，积极推动查漏洞、补短板，集中开
展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同时注重发挥文明
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示范引领作用，
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主题实践活动，
充分调动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创
造性。

——文明城市，开展农贸市场环境卫
生整治、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完善、卫生死
角治理，宣传普及防疫知识及公共卫生知
识，开展公益广告宣传，积极组织志愿者
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引导市民自觉革除不
文明、不卫生行为，树立良好生活习惯，提

升城市品位，改善市民生活环境，提高群
众幸福指数。

——文明村镇，推进农村改路改水改
厕旧村改造工作，开展农村薄弱环节环境
卫生整治，加强农村污水、有害垃圾、建筑
垃圾、企业废弃物的监控管理和集中处理，
打造干净整洁的农村人居环境，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打造干净整洁的农村人居环境，
移风易俗树新风，美丽乡村展新颜。

——文明单位，建设健康单位，承担清
洁环境卫生、树立行业新风的责任，完善控
烟措施，落实健康体检、职业卫生管理、安
全管理制度，营造和谐包容的单位文化，铸
造行业典范。

——文明家庭，加强社区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的宣传教育，向家庭和个
人就近提供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服务，引导
家庭成员自觉动手、净化绿化美化家庭、院
落和公共空间，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维护自
己和家人健康，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
生活方式。

——文明校园，引导青少年养成文明
健康的行为举止，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和生
命教育，普及健康生活的科学知识，提升学
生健康素养，加强校园环境治理，共同创建
文明健康的校园环境，构建心理健康服务，
帮助未成年人培养健全人格和良好心态，
通过组织“小手拉大手”活动教育引导未成
年人和家长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动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
改变，健康影响因素在不断变化。尤其在当
下，更要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这一“传
家宝”，将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好经验、好
做法长期坚持下去，引导群众培养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要充分发挥爱国
卫生运动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文化优势
和群众优势，不断探索新举措，进一步提高
全民健康水平。2021年，全国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中央文明委和健康中国行动推
进委员会联合启动了为期两年的倡导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推动群众切
实养成文明健康习惯，有力助推疫情防控。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健康中国”作为我国
2035年发展总体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提
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

成都目前常住人口已逾2100万，日均
产生生活垃圾超3万吨。洁净，是市民对城
市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是成都创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的重要环节。加快生活垃圾分
类法规、政策、标准及设施体系建设，推动

生活垃圾由混合处理向分类处理转变，如
今，成都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格局基本
形成。全市累计推广设置地埋式垃圾桶
（箱）72座；推进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站设施
提标提质工作，累计提标提质29座。2022
年 1-9 月，成都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8.5%，资源化利用率达80%；焚烧处理率
达92%，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基本实
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此外，厕所革命也
在成都市持续深化，配合“星级厕所”创建
评选，成都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通过

“周末大扫除”“行走成都 每周一巡”等活
动持续做好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2022年，重庆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文
明办启动为期2年的倡导绿色环保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活动，通过“讲文明”“铸健康”

“守绿色”“重环保”四项行动，为群众树立
新生活指示标，垃圾分类、分餐公筷、预约
就诊、一米线等成为社会新风尚。

河南省结合宣传普及《河南省居民健
康文明公约》行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普及行动，以“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为主题，大力开展卫生村镇、五
星健康文明家庭创建等活动。

云南持续深入推进以“清垃圾、扫厕
所、勤洗手、净餐馆、常消毒、管集市、众参
与”为主题的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如
今，云岭大地城乡人居环境发生了喜人变
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显著提高。

经历疫情防控的考验后，各地更是积
极探索，推动将疫情期间形成的良好习惯
逐步制度化——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将文明行为正式写入法
规；湖北省建立疫后心理援助服务网络，推
进互联网+心理服务模式……

爱国卫生，人人受益，重在平时，贵在
坚持。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
组织优势和群众动员优势，促进全民践行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我们定能用千千万万
个文明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
线，不断涵养公众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和卫
生健康习惯，为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健
康福祉增添动力、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