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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合理膳食行动方案
(2021-2030 年)

为贯彻落实《中卫市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健康中卫行动（2020-2030 年）》（卫健组办发〔2020〕1 号）

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合理膳食行动方案（2019-2030

年）的通知》（宁卫办发〔2019〕56 号）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引导群

众做守护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针对当前营养不足与过剩并

存、营养相关疾病多发等问题，聚焦重点人群，实施合理膳食专

项行动，通过政府、社会、个人协同推进，建立健全营养健康指

导服务体系，引导群众建立正确营养健康观，统筹推进营养健康

产业与营养健康教育融合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二、工作任务

（一）实施营养膳食状况调查与干预工程。

1.食物消费量调查。选择代表性人群系统收集人群食物消费

量信息，探索建立我市居民食物消费量数据库，提出全市居民健

康指导值、构建科学食物消费膳食模型。

牵头科室：疾病防控与基层卫生科

责任单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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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膳食营养风险监测。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健全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通报、会商和科学研判分析机制，定期开展人群营养状况

监测，促进风险研判及时转化为监管控制措施和预警信息，增强

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工作合力。

牵头科室：疾病防控与基层卫生科

责任单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3.实施重点人群营养干预。持续开展在校学生营养健康监

测，分析评估学生营养健康状况水平，综合评估膳食消费情况、

食物营养成分摄入、污染物等有害物质风险暴露情况，指导学生

科学膳食。实施重点人群营养干预，将营养干预纳入健康扶贫工

作。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儿童营养改善项

目。

牵头科室：疾病防控与基层卫生科、医政医改科

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二）实施膳食营养健康科普宣教工程。

4.社区营养健康科普。加强社区膳食营养健康教育，针对不

同社区人群分布特点，制作健康传播材料，广泛宣传膳食营养健

康知识和基本技能，提升群众营养健康意识，促进居民合理膳食

行为和营养健康生活方式养成。通过健康中卫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和标语口号、文艺演出等形式，开展全民营养周、食品安全周等

主题教育宣传活动，并针对社区居民主要营养健康问题，定期举

办膳食营养健康教育讲座。

牵头科室：疾病防控与基层卫生科、法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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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5.学校膳食营养健康科普。重视并推动学校合理膳食、营养

健康教育，完善学校营养健康宣教工作机制，逐步提升学生营养

健康意识。以中小学为重点，广泛开展膳食营养健康知识宣教，

向师生有效传递食品安全、合理膳食、营养健康知识。探索营养

健康示范学校、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导学校优化膳食结构，采

取措施减盐、减油、减糖。

牵头科室：疾病防控与基层卫生科、法制科

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6.家庭膳食营养健康科普。以家庭单元和全部人口为对象，

根据家庭重点人群分布情况，开展针对性的膳食营养健康指导，

提高家庭成员营养健康意识，引导群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

第一责任人的健康观念”。发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居

民平衡膳食宝塔》、重点人群合理膳食教育材料，以及限量盐勺、

限量油壶、健康腰围尺等营养健康工具。

牵头科室：爱卫办、法制科

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7.健康运动宣传科普。宣传科学运动理念，培养运动健身习

惯，加强个人体重管理，对成人超重、肥胖者进行饮食和运动干

预。结合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做好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

据分析，构建运动人群营养服务平台和运动营养处方库，将营养

指导、健康管理和慢性病防治纳入全民健身。

牵头科室：法制科、医政医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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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三）实施膳食营养健康教育能力提升工程。

8.开展全方位教育培训。各县（区）抽调优秀教师代表，围

绕膳食营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营养健康教育工作技能与方法、膳

食营养指导与疾病预防、社区营养管理和干预等方面进行系统培

训，加强膳食营养健康教师队伍建设，更好地为本地区提供专业

的膳食营养健康教育。组建校园合理膳食宣传志愿者服务队伍，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深入社区开展营养健康宣传。

牵头科室：法制科

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9.探索营养指导员培养。立足市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探索将社区营养指导员培训与家庭医生有机结合，逐步完成全市

家庭医生膳食营养知识技能培训，结合慢性病人随访，深入社区、

家庭开展膳食营养指导。

牵头科室：疾病防控与基层卫生科

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10.推进基层营养健康教育阵地建设。打造基层农村地区营

养健康教育阵地试点，推进“健康文化广场”“健康主题公园”

“营养科普小屋”等宣传阵地建设，营造全社会营养健康宣传氛围。

牵头科室：法制科

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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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营养健康示范推广工程。

11.开展文明餐桌营养健康餐厅（食堂）创建工作。倡导餐

饮服务单位进行菜品主要原料、辅料及用量公示、健康烹饪模式

和营养均衡配餐等内容，探索开展“文明餐桌健康餐厅（食堂）”

示范点建设活动，形成有效经验并在全市推广。

牵头科室：法制科

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12.探索老年人群营养健康示范机构建设。结合慢病综合防

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将老年人营养健康状况纳入城乡居

民健康档案，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社区、养老机构、医养

结合机构等开展疾病预防、营养配餐、营养教育、中医养生等非

诊疗性健康服务。实施老年人群的营养膳食供餐规范，指导医院、

社区食堂、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机构营养配餐。对低体重高龄老

人进行专项营养干预，逐步提高老年人群的整体健康水平。

牵头科室：健康促进科

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13.推进临床营养行动。进一步推进临床营养工作，加强临

床营养科室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二级以上医院设立临床营养科

室，其他医院设立营养诊室，逐步开展住院患者营养筛查、评价、

诊断，定期开展效果评价。推动建立从医院、社区到家庭的营养

相关慢性病患者营养管理模式。

牵头科室：医政医改科

责任单位：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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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卫生健康局、各医疗卫生

单位要把合理膳食行动作为落实健康中卫行动的重要抓手，坚持

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联动、条块结合的原则，确保各项工

作目标如期实现。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县（区）卫生健康局、各医疗卫生

单位要编制群众喜闻乐见的解读材料和文艺作品，以有效方式引

导群众了解和掌握，推动个人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加强正面宣传、

科学引导和典型报道，增强社会的普遍认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

（三）完善考核评价。各县（区）卫生健康局要将合理膳食

行动实施情况作为健康中卫建设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加强和相

关部门的沟通合作，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行动实

效。

附件：中卫市合理膳食行动考核指标



- 8 -

附件：

中卫市合理膳食行动考核指标

序号 指标 2030 年目标值 指标性质

结果性指标

1 成人肥胖增长率（%） 持续减缓 预期性

2
居民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在 2021 年基础上

提高 10%
预期性

3 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分别低于 2%和 1% 预期性

4 孕妇贫血率（%） 低于 0.8% 预期性

个人和社会倡导性指标

5 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g） 不高于 6g 倡导性

6 成人人均每日食用油摄入量 不高于 30-35g 倡导性

7 人均每日添加糖摄入量(g) 30g 倡导性

8 蔬菜和水果每日摄入量(g) 不低于 450g 倡导性

9 每日摄入食物种类（种） 不少于 12 种 倡导性

10
成年人维持健康体重（kg/m） 体重指数控制在

18.5～24 kg/m²
倡导性

政府工作指标

11
每1万人配备1名营养指导员

（名）

1 名
预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