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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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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经过脱贫攻坚，我们实现了基本医疗有保障，农村居民有地方看病、

有医生看病，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得到及时诊治。按照党中央关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安排和要求，3年多来，健康扶贫的政策、工作机制逐

步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本医疗有保障成果得到有效巩固。但是，乡村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还存在不小差

距，健康环境亟待改善，健康生活方式尚需进一步普及，解决这些问题，

让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更有保障，既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工作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部署

要求，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健康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全国爱卫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

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

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13个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关于推进健康乡村建

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健康乡村建设作为落实乡

村振兴和健康中国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明确任务目标，助力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二、总体要求

《指导意见》明确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坚持大卫生、大

健康理念，遵循乡村发展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以乡村两级为重点，

补齐农村卫生健康服务短板，从健康影响因素的广泛性、社会性、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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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践行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统筹各方面力量和政策措施

协同推进，更好地维护农村居民健康，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指

导意见》提出健康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健康保障。到2030年，乡村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

升，居民能够便捷获得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个人医疗卫生负担可承受；

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重大疾病危害和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

制，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到2035年，建成健康乡村，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差距和居民健康水平差距

显著缩小。同时，在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求立足乡村两级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过程、发展实际、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基本原则，推动建成

符合地方实际、群众可感可及的健康乡村。

三、重点任务

《指导意见》对标对表乡村振兴总体目标任务，立足于当前农村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的实际，提出建设健康乡村的重点任务：

（一）聚焦全方位提升乡村卫生健康服务水平，从基础设施条件改

善、功能布局优化、人才队伍发展、运行机制完善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卫

生健康服务体系。

一是提升乡村医疗服务水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改

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改善乡村医疗卫生服

务基础设施条件，优化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功能布局，壮大乡村医疗卫

生人才队伍，改革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运行机制，提升服务能力。二是

提升乡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以建立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

层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为目标，加强农村地区重点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

病等重点疾病防治，健全城乡一体、上下联动、功能完备的疾控网络。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协调联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开展传染病和重

大疫情防控处置等工作。提升村卫生室医务人员疫情早期识别和应急处置

水平，持续推进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

效。三是强化乡村中医药服务。坚持中西医并重，扩大乡村医疗卫生机构

中医药服务供给，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力争实现全部乡镇卫生院设

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8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全



面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及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推进普遍将中医药服

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加强中医药签约人员配置。

（二）聚焦持续提升乡村居民健康水平，进一步强化重点人群健康服

务，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的底线。

一是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聚焦儿童、妇女、老人等重点人群，以

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抓手，为乡村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

务。二是普及乡村健康生活方式。把转变农村居民思想观念、推行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实施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普及健康知识，加强农村地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合理膳食和健身生活化、普及化，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做好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三是防止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进一步健全防止因病返贫致

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落实医疗保障政策和社会救助措施，引导社

会力量予以帮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的底线。

（三）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目标，构建乡村健康环境，因地制宜发

展健康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一是改善乡村健康环境。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系统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厕、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噪声管控、清洁能源

使用等重点工作，构建适宜生产生活的健康环境。二是因地制宜发展乡村

健康产业。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融合，指导

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围绕乡村旅游、中草药种植加工等，探索发展乡村健康

产业。

四、工作要求

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卫生

健康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等部门，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与相关单位建立分

工明确、各负其责、合力推进的健康乡村建设工作机制，推动各项任务落

实落细。发展改革部门将有关建设任务纳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规划；民政

部门指导落实社会救助等政策措施；财政部门加强经费保障；生态环境、

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强化推进健康环境建设等工作；文化和旅

游、市场监管等部门指导健康产业相关工作；体育部门推进体卫融合、运

动康养发展；医保部门落实医保政策，优化乡村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医

药管理部门强化中医药服务体系、服务能力建设；疾控部门依职责推进乡

村两级公共卫生工作。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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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推进力度，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深入总结、提炼健康乡村建设经

验做法，加强互学互鉴，因地制宜开展健康乡村建设，加快形成新时代中

国特色健康乡村建设发展之路，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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