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日，张江镇在本市率先取消镇级招商
职能，把精力更集中投入到为民生服务上，在
全市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从张江镇了解到，在“聚焦张江”战
略的强势推进下，在多年快速城市化的进程
中，张江镇已经形成了“社区形态多样性、人
口结构多重性、区域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尤
其是镇党委、镇政府始终把建设健康社区作
为进一步关注民生、服务民生，提升张江居民
健康环境、提高百姓生活质量的重要工作，努
力实现健康行动团队化、健康服务项目化、健
康促进科学化。

自 !""#年张江镇建设健康镇试点以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单位更是纷纷来上海张
江镇“取经”，学习建设健康社区的“法宝”。

我的健康我做主
张江镇位于浦东新区北部地区，区域面

积 $!%&平方公里，下辖 $'个居(村)委，区域
实有人口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人、来沪
人员约 &'万人、境外人士 &万人。张江镇的
百岁老人就有 &!名，每名百岁老人生日时都
会收到来自镇里的一份生日“厚礼”，平时许
多为老人“量身打造”的活动让老年人生活丰
富多彩。

日前，在浦东张江镇江夏居委老年人身
心愉悦俱乐部举办的活动中，有一对老夫妻，
由于爱人得了重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第一
次培训时几度哽咽，当事人更是低头一言不
发。参加活动后夫妇俩坚持结伴日行万步，在
总结交流时，夫妇积极踊跃交流心得，整体状
态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年开始，张江镇将“社区老年人身心
愉悦状况评估与干预”研究作为重点项目课
题，在江苑、金桐、晨晖路等居委先后成立了 +

个老年人身心愉悦俱乐部，!*"多名老年居民
分成 &'个小组，定期开展活动。他们邀请复
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家组专门编写了《快
乐生活自我管理指引》活动手册，通过音乐疗
法组织大家开展“放松训练”；通过“科普讲
座”，让组员掌握合理膳食，科学健身；通过
“有缘相会”互动游戏，让大家在组员中寻找
有缘人，探寻共同的兴趣爱好，并要求组员们
共同参与各类活动，相互交流心得体会。同
时，编辑“身心愉悦”案例集、“我的健康日记”
记录册，为总结推广积累经验。

在张江镇，还有远近闻名的高血压自我
管理小组。丁根娣是杨镇路居委的健康自我
管理小组组长。她担任杨镇路居委的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组长以来，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
一次小组活动她都主动帮助组员测量血压，
做好控盐控油等各项健康活动记录。辛勤的
劳动也结出了丰硕果实：内容丰富、互动参与
的培训让组员们受益匪浅，组员们不仅互相
“鞭策”控油、控盐的效果，还互相研究健康养
生的方法，健康生活的理念在小区内润物细
无声地传播着。
去年，来上海参加“!"&$东方家庭医生论

坛”的中外专家考察团特地来到张江镇，实地
考察江夏居委的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中外
专家对上海推行的以市民健康自我管理为平
台、延展家庭医生服务“手臂”的合作模式饶
有兴趣，给予了高度肯定。

!潮妈潮娃"来相会
张江的居民都知道，在张江广兰路地铁

口附近有个占地 ,"余亩的“绿肺”———张江广
兰公园，这是张江镇投资打造的公园，成为不
少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这里不仅是群众
休闲的场所，也是传播健康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去年开始，居民们发现，在环境优美的
公园里，新增了一个健康书屋。和传统的图书
馆不同，在这里，人们不但可以享受书香，还
可以参加许多亲子活动等，把“潮爸、潮妈、潮
娃”们也吸引了过来。

原来，张江广兰健康书屋是张江镇政府
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大胆尝试，由张江镇健康

促进委员会主办、通过公开招投标和专家评
审，引进一家社会组织（上海百特教育咨询
中心）在园内开设了健康书屋，旨在将其打
造成为传播健康理念的窗口、培养健康行为
的课堂、展示健康文化的舞台、调适健康心
灵的港湾。

书屋从去年 ,月 ,日开始试运营至今将
近一年，不但吸引了一批固定的读者和活动
群体，还有不少人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周女
士是一个 $岁女孩的妈妈，张江本地人，自孩
子降生到现在，全职在家照顾女儿。为了女儿
的健康成长，她一直在潜心研究育儿理念，希
望可以给女儿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广兰公园发现，原
来作为园内营业性场所的建筑被改建成了公
益性的广兰健康书屋，这让她欣喜若狂，首先
想到的是女儿有了新去处，可以过来看书了。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她发现书屋不但提供免
费的图书阅读，还开展多种社区活动，“我觉
得这样的服务平台实在是太好了，特别符合
居民的需要，所以，我便自告奋勇成为了书屋
的志愿者。我尝试邀请了一些跟我情况类似
的妈妈在书屋交流分享育儿理念与经验。慢
慢地，我们形成了一个感情紧密、交流频繁的
妈妈互助小组。”开了这样的好头，周女士还
主动学习了美国正面管教育儿课程，并取得
了家长讲师资质，正式在书屋开设了“家长学
校”的栏目，把学到的正面管教课程方法传播
给更多家长，并有了自己的粉丝。

通过和书屋“结缘”，周女士不但成了一
位“铁杆”志愿者，在书屋举办了十几场活动，
还结识了一群社区里的好朋友，并吸引了更
多的居民成为志愿者。现在，书屋的微信公众
号已经有了近千人的关注量，也成立了不同
功能的微信群供居民交流，很多居民都把这
里当成了他们的“第二家园”。

那些被!"#!点赞"的单位
在张江镇，有 '家曾被 -./（世界卫生

组织）“点赞”的单位，从此名声大噪。它们分
别是张江社区、镇机关、孙桥小学，曾被授予
-./健康单位的称号。

在张江社区，健康教育氛围日益浓郁，广
泛建立健康宣传栏、修建健身步道、组建文化
体育团队、建设健康促进特色路线；举办区级
健康大讲堂 !,场，镇级健康大讲堂 '"场、居
（村）级健康大讲堂 $""余场，学校（单位）健
康大讲堂 '"余场，总受益群众达 ,%+万人。区
域内发放控油壶、控盐勺、健康大礼包等实用
物品 ,"余万份。在示范社区（限指居、村）的
控油、控盐抽样调查发现，居民每日用油已降
至 !'克0人，每天用盐已降至 ,%#克0人。

在孙桥小学，有个“快乐 &"分钟”的特色
活动项目。每个班级根据自己老师的特点、自
己班级学生年龄的特点，设计具有自己班级
特色的“快乐 &"分钟”。不但全体师生动员
起来，各位家长也被邀请参与，形成班本教
材。而参与活动地点也很灵活：空地上，小树
边，只要学生喜爱，都可以自由发挥。低年级
的兔子舞、高年级的骑马舞、男教师棋类游
戏等，学生乐此不疲。在这里，人人会踢毽子
和跳绳，可以学会广播操、手语操、韵律操等 ,

种操，还可以选择玩“老狼老狼几点了”“快乐
小蚂蚁”“猜拳接龙”等 &"个健身游戏。可以
说，每一个 &"分钟都成为学生快乐、健康的
时光。

现在，该校的学生体质合格率由原来的
+*1增长到 *"1，教职工健康素质明显提升，
自我保健意识及慢性病有效控制率分别上升
&"1和 &,1。

在张江镇机关，则以“舌尖上的健康”为
切入点，围绕“+!&&”，即“每人每天少摄入 +

克油、!克盐；每人每年改变 &个不健康饮食
习惯；每人参与 &个健身团队”的主轴，通过
营造良好的健康支持性环境，引导机关工作
人员关注并参与自身健康管理；通过开办专
题技能讲座，促进员工了解低油低盐的健康
膳食理念和心理健康知识；通过食堂菜肴展
示活动，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同时进一步改善
了餐食的健康水平和口感；通过组建 2只健
康运动团队，大力倡导形式多样的科学健康
运动方式；通过志愿者督导，进一步完善机关
控烟工作；张江镇机关创建至今获得了显著
成效，并于 !"&'年被授予-./健康单位的
称号；镇机关食堂也被评为上海市十佳食堂
之一。

健康随行名医送到!家门口"

听名医讲课不需要排队预约，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福利”，这对张江镇老百姓而言
已经不是梦。去年 $月 &日，张江镇政府底楼
会议室座无虚席，这里正在举行的是浦东新
区“健康随行”社区服务项目暨中医养生保健
知识科普行动首场讲座。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曙光医院中医治未病中心主任、博士生导
师张晓天为广大居民进行了一场中医体质辨
识及养生干预指导讲座。

去年，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编写并向
全市家庭发放了《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
识读本》，进一步推广中医养生科学、弘扬民
族文化，帮助广大市民正确运用“中医治未
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辨伪去妄。浦东新区卫生计生委、浦东新区健
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在全区开展中医养生保健知识科普
行动，推出中医系列科普讲座 #"余场，张江
镇的许多老百姓都在家门口，通过参与中医
科技文化节等，学习了中医养生的知识。

同时，张江镇还通过“大型义诊3巡回服
务”的模式，开展了中医进社区的文化活动。
上海中医药大学组建一个由名医组成的健康
巡讲团，采用菜单式服务形式，供居（村）委选
择。每月由中医药大学组织名医、技师，到各
居（村）委巡回开展医疗服务，让名医送医到
居（村）委，到居民“家门口”。

据了解，为了在老百姓中开展健康宣教，
张江镇通过“十个一”扩大宣传面，即一“信”
（手机短信）、一“书”（刊于《今日张江》报上的
倡议书）、一“册”（健康三集锦丛书小册子）、
一“扇”（宣传扇子）、一“博”（今日张江微博）、
一“廊”（画廊）、一“戏”（健康社区建设新气象
与控烟小品）、一“展”（健康格言书法巡展）、
一“评”（各类健康评比）、一“赛”（健康知识大
赛）。记者看到，连扑克牌也成了健康的宣传
“阵地”，许多居民轻松打着扑克，就学习到不
少健康知识。“我的健康我管理”“每天运动一
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巩固国家卫生镇，我
们在行动”已成为张江镇居民的共同认识和
自觉行动。

上海健康城区巡礼

健康社区惠百姓 百姓健康聚人心
———浦东新区张江镇建设健康社区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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