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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分析农村居民认识暍利用基本公共卫生的现状以及满意度棳为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提供依据暎方法暋采用多阶段抽样法棳针对调查对象设计问卷棳对济宁市棽椂椄名农村居民认识暍利用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情况进行调查棳将数据进行分类及量化处理后进行氈
棽 检验暎结果暋农村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的认知率为椂椂灡椀棩暎不同年龄暍文化程度暍经济收入的农村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部分项目认知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棳椆椂灡棾棩表示会积极配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棳椆椀灡椀棩农村居民认为国家实施居

民健康教育项目有意义暎居民对预防接种服务满意度最高为椂棿灡棸棩棳对重型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满意度最低为

棻棸灡椆棩暎结论暋济宁市农村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项目的认知率较高棳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态

度比较积极棳但对目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农村的实施现状好评率还有待提高暎

关键词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椈知晓率椈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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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均 等 化 是 国 务 院 暥中 共 中

央 暍国 务 院 关 于 深 化 医 药 卫 生 体 制 改 革 的 意 见 暦要

求 抓 好 的 椀 项 改 革 之 一
椲棻椵棳是 构 建 农 村 地 区 暟四 位

一 体 暠基 本 医 疗 卫 生 体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棳旨 在 通

过 开 展 健 康 教 育 和 预 防 保 健 服 务 棳使 农 村 居 民 逐 步

享 受 到 均 等 化 的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棳自 项 目 启 动 以

来 棳服 务 项 目 内 容 以 及 人 均 补 助 标 准 均 在 逐 步 提

高 暎棽棸棸椆 年 卫 生 部 确 定 了 椆 大 类 棽棻 项 基 本 公 共

棻椃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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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服 务 项 目 棳棽棸棻棻 年 增 加 至 棻棻 类 棿棻 项 棳人 均 服

务 经 费 由 棽棸棸椆 年 的 棻椀 元 提 高 至 棽棸棻椀 年 的 棿棸

元 椲棽椵暎 居 民 对 项 目 的 认 知 暍利 用 暍满 意 度 直 接 反 映

了 项 目 的 实 施 质 量 棳其 作 为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评 价

体 系 的 重 要 指 标 之 一 已 被 广 泛 接 受 椲棾灢棿椵暎 本 文 通 过

对 济 宁 市 农 村 居 民 对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的 认 知 暍利

用 以 及 实 施 满 意 度 的 实 地 调 查 棳寻 找 实 施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棳为 加 快 济 宁 市 农 村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的

发 展 棳促 进 均 等 化 的 实 施 棳构 建 农 村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灡棻暋调查对象

按 照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棳将 济 宁 市 各 县 棬区 棭分 为

好 暍中 暍差 棾 个 等 级 棳每 个 等 级 分 别 抽 取 棻 个 样 本 县

棬区 棭棳然 后 再 从 棾 个 样 本 县 棬区 棭中 各 抽 取 棻 个 乡

镇 棳分 别 为 曲 阜 市 尼 山 镇 暍高 新 区 柳 行 镇 暍嘉 祥 县 仲

山 镇 作 为 样 本 地 区 棳棾 个 乡 镇 随 机 抽 取 棽椂椄 农 村 居

民 作 为 调 查 对 象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暎

棻灡棽暋调查内容与方法

以 乡 镇 卫 生 院 为 依 托 棳由 统 一 培 训 的 调 查 员 对

附 近 农 村 居 民 进 行 现 场 调 查 并 回 收 棳调 查 内 容 主 要

为 椇居 民 基 本 情 况 暍居 民 对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认 知 暍

利 用 以 及 满 意 度 评 价 暎 共 发 放 问 卷 棽椂椄 份 棳回 收 问

卷 棽椂椄 份 棳有 效 问 卷 棽椂椃 份 棳有 效 率 椆椆灡椂棩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采 用 斿旔旈斾斸旚斸棾棶棸 进 行 数 据 录 入 棳采 用 斢斝斢斢

棻椆棶棸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 查 对 象 性 别 暍年 龄 构 成 分 布 较 均 匀 暎 初 中 及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者 占 椄棽灡椃棩棳家 庭 年 总 收 入 椉椀棸棸棸棸

元 者 占 椆棿棩暎 见 表 棻暎

棽灡棽暋调查对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情况

被 调 查 对 象 对 国 家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总 体 知

晓 率 为 椂椂灡椀棩棳国 家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棻棻 项 目

中 棳预 防 接 种 服 务 的 知 晓 率 最 高 为 椃椃灡棽棩棳其 次 为

老 年 人 健 康 管 理 棬椀椀灡椄棩棭暍城 乡 居 民 健 康 档 案 管 理

棬椀棽灡棻棩棭暍而 重 性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管 理 和 卫 生 监 督 协

管 服 务 规 范 的 知 晓 率 较 低 棳分 别 为 棾灡椃棩暍椄灡棽棩暎

见 表 棽暎

棽灡棾暋不同性别暍年龄暍文化程度暍经济状况调查对

象知晓情况比较

不 同 性 别 农 村 居 民 对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知 晓

率 的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棳而 不 同 年 龄 暍文 化 程 度 暍经

济 收 入 农 村 居 民 对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部 分 项 目 的

认 知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暎 见 表 棾暙椂暎

表棻暋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暋暋项目 旑 百分比棷棩

性别

男 棻棻椃 棿棿灡棸

女 棻棿椆 椀椂灡棸

年龄棬岁棭

棻棸暙 棻棻 棿灡棻

棽棸暙 椆椃 棾椂灡棾

棿棸暙 棻棸棻 棾椃灡椄

椂棸暙 椀椄 棽棻灡椃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棻棻棽 棿棻灡椆

初中 棻棸椆 棿棸灡椄

高中或中专 棿棽 棻椀灡椃

大专及以上 棿 棻灡椀

家庭年总收入棬元棭

椉棻棸棸棸棸 棻棸棽 棾椄灡棽

棻棸棸棸棸暙 棻棿椆 椀椀灡椄

椀棸棸棸棸暙 棻椂 椂灡棸

表棽暋调查对象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认知情况

暋暋暋暋服务项目
知晓

人数
认知率棷棩

是否知道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棻椃椃 椂椂灡椀

是否知道预防接种 棽棸椂 椃椃灡棽

是否知道老年人健康管理 棻棿椆 椀椀灡椄

是否知道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棻棾椆 椀棽灡棻

是否知道棸暙椂岁儿童健康管理 棻棻椆 棿棿灡椂

是否知道健康教育 棻棻棸 棿棻灡棽

是否知道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 棻棸椂 棾椆灡椃

是否知道孕产妇健康管理 椄棾 棾棻灡棻

是否知道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棿棿 棻椂灡椀

是否知道棽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棿棸 棻椀灡棸

是否知道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 棽棽 椄灡棽

是否知道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 棻棸 棾灡椃

棽椃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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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棾暋不同性别调查对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情况棬人数棷棩棭

性别
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

居民健康

档案管理
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

棸暙椂岁

儿童健康

管理

孕产妇

健康管理

老年人

健康管理

高血压患者

健康管理

棽型糖尿

病患者

健康管理

重性精神

疾病管理

传染病

报告和

处理

卫生监督

协管服务

规范

男 椄棸棷椂椆灡棸 椀椆棷椀棸灡棿 椀椃棷棿椄灡椃 椄椆棷椃椂灡棻 棿椄棷棿棻灡棸 棽椂棷棽棽灡棽 椃棽棷椂棻灡椀 椀棻棷棿棾灡椂 棻椂棷棻棾灡椃 椃棷椂灡棸 棽棻棷棻椃灡椆 棻棻棷椆灡棿

女 椆椂棷椂棿灡棿 椃椆棷椀棾灡棸 椀棽棷棾棿灡椆 棻棻椃棷椃椄灡椀 椃棻棷棿椃灡椃 椀椃棷棾椄灡棾 椃椂棷椀棻灡棸 椀棿棷棾椂灡棽 棽棿棷棻椂灡棻 棾棷棽灡棸 棽棾棷棻椀 棻棻棷椃灡棿

氈
棽 棸灡椂棸 棸灡棻椄 椀灡棻椃 棸灡棽棾 棻灡棻椂 椃灡椄椀 棽灡椆椀 棻灡棿椄 棸灡棾棸 棽灡椄椀 棸灡棾棸 棸灡棾椀

棸灡棿棿 棸灡椂椃 棸灡棽棾 棸灡椂棾 棸灡棽椄 棸灡椀棻 棸灡棸椆 棸灡棽棽 棸灡椀椄 棸灡棸椆 棸灡椀椄 棸灡椀椀

表棿暋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知晓情况棬人数棷棩棭

年龄
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

居民健康

档案管理
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

棸暙椂岁

儿童健康

管理

孕产妇

健康管理

老年人

健康管理

高血压

患者健

康管理

棽型糖尿

病患者

健康管理

重性精神

疾病管理

传染病

报告和

处理

卫生监督

协管服务

规范

棻棸暙 椃棷椂棾灡椂 棿棷棾椂灡棿 棿棷棾椂灡棿 棻棻棷棻棸棸 棿棷棾椂灡棿 棾棷棽椃灡棾 椀棷棿椀灡椀 棿棷棾椂灡棿 棽棷棻椄灡棽 棻棷椆灡棻 棿棷棾椂灡棿 棾棷棽椃灡棾

棽棸暙 椂椃棷椂椆灡棻 棿椀棷棿椂灡棿 棾椃棷棾椄灡棻 椆棽棷椆棿灡椄 椂棾棷椂棿灡椆 棿椆棷椀棸灡椀 棿椃棷棿椄灡椀 棾椀棷棾椂灡棻 棻椂棷棻椂灡椀 椃棷椃灡棽 棽棸棷棽棸灡椂 椄棷椄灡棽

棿棸暙 椂椀棷椂椀灡棸 椀椀棷椀棿灡椀 棿棽棷棿棻灡椂 椃椆棷椃椄灡棽 棿椀棷棿棿灡椂 棽棾棷棽棽灡椄 椀椂棷椀椀灡棿 棾椃棷棾椂灡椂 棻棻棷棻棸灡椆 棻棷棻灡棸 棻棿棷棻棾灡椆 椄棷椃灡椆

椂棸暙 棾椄棷椂椀灡椀 棾椀棷椂棸灡棾 棽椃棷棿椂灡椂 棽棿棷棿棻灡棿 椃棷棻棽灡棻 椄棷棻棾灡椄 棿棻棷椃棸灡椃 棾棸棷椀棻灡椃 棻棻棷棻椆灡棸 棻棷棻灡椃 椂棷棻棸灡棾 棾棷椀灡棽

氈
棽 棸灡棿椂 棿灡棻椂 棻灡棻椃 椂棽灡椂椂 棿棻灡棿棸 棽椄灡椀棽 椃灡椄棽 棿灡棿椄 棽灡棾棻 椂灡椆棸 椂灡棿椂 椂灡棸棻

棸灡椆棾 棸灡棽棿 棸灡椃椂 棸灡棸棸灣灣 棸灡棸棸灣灣 棸灡棸棸灣灣 棸灡棸椀 棸灡棽棻 棸灡椀棻 棸灡棸椄 棸灡棸椆 棸灡棻棻

暋暋注椇灣灣 椉棸灡棸棻

表椀暋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情况棬人数棷棩棭

文化

程度

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

居民健康

档案管理
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

棸暙椂岁

儿童健康

管理

孕产妇

健康管理

老年人

健康管理

高血压

患者健

康管理

棽型糖尿

病患者

健康管理

重性精神

疾病管理

传染病

报告和

处理

卫生监督

协管服务

规范

小学及以下 椃棾棷椂椀灡棽 椂棻棷椀棿灡椀 棿棸棷棾椀灡椃 椂椄棷椂棸灡椃 棽椄棷棽椀灡棸 棻椃棷棻椀灡棽 椂椂棷椀椄灡椆 椀棽棷棿椂灡棿 棻椄棷棻椂灡棻 棾棷棽灡椃 棻棽棷棻棸灡椃 椂棷椀灡棿

初中 椃棻棷椂椀灡椃 椀椃棷椀棽灡棾 棿椃棷棿棾灡棻 椆椂棷椄椄灡棻 椂棿棷椀椄灡椃 棿椄棷棿棿灡棸 椀椄棷椀棾灡棽 棾棽棷棽椆灡棿 棻棸棷椆灡棽 棾棷棽灡椄 棻椄棷棻椂灡椀 椆棷椄灡棾

高中或中专 棾棸棷椃棻灡棿 棽棻棷椀棸灡棸 棽棻棷椀棸灡棸 棾椄棷椆棸灡椀 棽椀棷椀椆灡椀 棻椂棷棾椄灡棻 棽棾棷椀棿灡椄 棽棻棷椀棸灡棸 棻棻棷棽椂灡棽 棿棷椆灡椀 棻棿棷棾棾灡棾 椃棷棻椂灡椃

大专及以上 棾棷椃椀灡棸 棸棷棸 棽棷椀棸灡棽 棿棷棻棸棸 棽棷椀棸灡棸 棽棷椀棸灡棸 棽棷椀棸灡棸 棻棷棽椀灡棸 棻棷棽椀灡棸 棸棷棸 棸棷棸 棸棷棸

氈
棽 棸灡椃棸 棿灡椂椄 棾灡棸棾 棽椆灡椆椂 棾棸灡棸棿 棽棾灡棾椆 棸灡椄棻 椆灡棽棻 椃灡棿椀 棿灡椃棸 棻棽灡棻椂 椀灡椀棿

棸灡椄椃 棸灡棽棸 棸灡棾椆 棸灡棸棸灣灣 棸灡棸棸灣灣 棸灡棸棸灣灣 棸灡椄椀 棸灡棸棾灣 棸灡棸椂 棸灡棽棸 棸灡棸棻灣 棸灡棻棿

暋暋注椇灣 椉棸灡棸椀椈灣灣 椉棸灡棸棻

表椂暋不同经济水平调查对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情况棬人数棷棩棭

家庭年总

收入棬元棭
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

居民健康

档案管理
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

棸暙椂岁

儿童健康

管理

孕产妇

健康管理

老年人

健康管理

高血压

患者健

康管理

棽型糖尿

病患者

健康管理

重性精神

疾病管理

传染病

报告和

处理

卫生监督

协管服务

规范

椉棻棸棸棸棸 椂棾棷椂棻灡椄 椀椆棷椀椃灡椄 棿棾棷棿棽灡棽 椀椆棷椀椃灡椄 棽椀棷棽棿灡椀 棻椀棷棻棿灡椃 椂棸棷椀椄灡椄 椀棸棷棿椆灡棸 棻椄棷棻椃灡椂 棿棷棾灡椆 棻椀棷棻棿灡椃 椃棷椂灡椆

棻棸棸棸棸暙 棻棸棽棷椂椄灡椀 椃棸棷棿椃灡棸 椂棸棷棿棸灡棾 棻棾棾棷椄椆灡棾 椄椂棷椀椃灡椃 椂棻棷棿棸灡椆 椄棻棷椀棿灡棿 棿椆棷棾棽灡椆 棽棻棷棻棿灡棻 椂棷棿灡棸 棽椃棷棻椄灡棻 棻棿棷椆灡棿

椀棸棸棸棸暙 棻棽棷椄棸灡棸 棻棸棷椂棽灡椀 椃棷棿棾灡椄 棻棿棷椄椃灡椀 椄棷椀棸灡棸 椃棷棿棾灡椄 椄棷椀棸灡棸 椃棷棿棾灡椄 棻棷椂灡棾 棸棷棸 棽棷棻棽灡椀 棻棷椂灡棾

氈
棽 棽灡椀棻 棾灡椂棻 棸灡棻棿 棾棿灡椆棿 棽椃灡棽棾 棽棸灡椃棾 棸灡椃棽 椂灡椃棸 棻灡椂棽 棸灡椂椂 棸灡椃棻 棸灡椂棸

棸灡棽椆 棸灡棻椃 棸灡椆棿 棸灡棸棸灣灣 棸灡棸棸灣灣 棸灡棸棸灣灣 棸灡椃棸 棸灡棸棿灣 棸灡棿椀 棸灡椃棽 棸灡椃棸 棸灡棸棿灣

暋暋注椇灣 椉棸灡棸椀椈灣灣 椉棸灡棸棻

棽棶棿暋调查对象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利用及接受

程度调查

椆椂灡棾棩 的 调 查 对 象 表 示 会 积 极 配 合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工 作 人 员 上 门 了 解 自 己 及 家 人 健 康 状 况 棳

椆椂灡椂棩 的 会 配 合 健 康 体 检 棳椆椀灡椀棩 的 认 为 农 村 健 康

教 育 有 意 义 暎

棾椃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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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防 接 种 服 务 利 用 率 最 高 为 椆椂灡棾棩棳利 用 最

差 的 项 目 分 别 为 重 型 精 神 疾 病 管 理 服 务 棬棾灡棸棩棭棳

传 染 病 报 告 和 处 理 服 务 棬椆灡棾棩棭暎 见 表 椃暎

表椃暋被调查对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利用情况

项目 旑 利用率棷棩

预防接种服务 棽椀椄 椆椂灡棾

健康教育服务 棽棻棸 椃椄灡棿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 棻棿椆 椀椀灡椂

棸暙椂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 棻棿棸 椀棽灡棽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务 棻棸椂 棾椆灡椂

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 椆棸 棾棾灡椂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 椀棾 棻椆灡椄

棽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 棾棸 棻棻灡棽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服务 棽椄 棻棸灡棿

传染病报告和处理服务 棽椀 椆灡棾

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服务 椄 棾灡棸

棽灡 暋调查对象对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现况

评价

调 查 对 象 对 农 村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实 施 现 况

评 价 中 以 中 等 评 价 为 主 椈棻棻 类 项 目 中 只 有 预 防 接

种 服 务 棬椂棾灡椄棩棭暍老 年 人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棬椀棸灡椃棩棭好

评 率 超 过 椀棸棩椈重 型 精 神 病 患 者 管 理 服 务 暍传 染 病

报 告 处 理 服 务 暍棽 型 糖 尿 病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的 好 评 率

最 低 棳分 别 为 棻棸灡椄棩暍棽棻灡棾棩暍棽棾灡棻棩暎 见 表 椄暎

表椄暋调查对象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现况评价椲旑棳棬棩棭椵

项目 好 中 差 不清楚

预防接种服务 棻椃棻棬椂棾灡椄棭椃椃棬棽椄灡椃棭 棻棸棬棾灡椃棭 椆棬棾灡棿棭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 棻棾椂棬椀棸灡椃棭棻棸椂棬棾椆灡椂棭棻椀棬椀灡椂棭 棻棸棬棾灡椃棭

棸暙椂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 棻棽棸棬棿棿灡椄棭棻棸椀棬棾椆灡棽棭棽椂棬椆灡椃棭 棻椂棬椂灡棸棭

高血压健康管理服务 棻棻棻棬棿棻灡棿棭棻棻椄棬棿棿灡棸棭棽椀棬椆灡棾棭 棻棾棬棿灡椆棭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 棻棸椄棬棿棸灡棿棭棻棽椆棬棿椄灡棾棭棽棸棬椃灡椀棭 棻棸棬棾灡椃棭

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 椄棽棬棾棸灡椂棭棻棽椂棬棿椃灡棸棭棾椄棬棻棿灡棽棭棽棻棬椃灡椄棭

健康教育服务 椂棿棬棽棿灡棸棭棻椀棿棬椀椃灡椃棭棾棾棬棻棽灡棿棭棻椂棬椂灡棸棭

棽型糖尿病健康管理服务 椂棽棬棽棾灡棻棭棻棻棿棬棿棽灡椀棭椂椀棬棽棿灡棾棭棽椂棬椆灡椃棭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服务 椀椆棬棽棽灡棻棭棻棻椄棬棿棿灡棽棭椀椀棬棽棸灡椂棭棾椀棬棻棾灡棻棭

传染病报告处理服务 椀椃棬棽棻灡棾棭棻棽棸棬棿棿灡椄棭椂椄棬棽椀灡棿棭棽棽棬椄灡棽棭

重型精神病患者管理服务 棽椆棬棻棸灡椄棭棻棽棻棬棿椀灡棻棭椄椀棬棾棻灡椃棭棾棽棬棻棻灡椆棭

棾暋讨论

棾灡棻暋调查对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认知情况

调 查 的 济 宁 市 农 村 居 民 中 棳对 国 家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的 认 知 率 为 椂椂灡椀棩棳对 预 防 接 种 服 务 暍老 年

健 康 管 理 暍城 乡 居 民 健 康 档 案 管 理 认 知 率 较 高 棳分

别 为 椃椃灡棽棩暍椀椀灡椄棩暍椀棽灡棻棩棳说 明 随 着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在 农 村 的 逐 步 开 展 棳农 村 居 民 对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项 目 的 认 知 得 到 提 高 暎 预 防 接 种 认 知 率

较 高 棳原 因 可 能 是 该 项 目 在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实 施

前 已 经 开 展 棳有 一 定 的 认 知 基 础 暎 重 性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管 理 认 知 率 最 低 为 棾灡椃棩棳由 于 该 项 目 的 服 务 对

象 为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棳很 多 家 人 受 农 村 传 统 观 念 的 影

响 棳为 保 护 病 人 隐 私 而 不 配 合 管 理 与 调 查 棳而 该 项

目 对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具 有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 棳建 议 有 关

部 门 改 变 策 略 进 一 步 宣 传 该 项 目 的 重 要 意 义 棳使 农

村 精 神 病 人 尽 早 得 到 专 业 的 救 治 与 监 管 暎

不 同 年 龄 暍文 化 程 度 暍经 济 收 入 的 农 村 居 民 对

国 家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的 部 分 项 目 认 知 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暎 不 同 年 龄 被 调 查 对 象 对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项 目 认 知 率 相 比 较 棳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 共

有 棿 项 棳在 这 棿 项 中 以 棽棸暙棿棸 年 龄 组 的 认 知 率 相

对 较 高 棳椂棸 岁 及 以 上 年 龄 组 的 认 知 率 相 对 较 低 暎

原 因 可 能 是 随 着 网 络 与 电 视 通 信 技 术 在 农 村 地 区

的 高 速 发 展 可 以 多 渠 道 快 速 将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这 一 惠 民 政 策 传 递 给 棽棸暙棿棸 年 龄 组 人 群 棳而 椂棸 岁

人 群 又 是 慢 性 病 高 发 年 龄 组 也 是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重

点 关 注 人 群 棳建 议 通 过 文 艺 汇 演 暍明 白 纸 暍讲 座 等 多

种 传 统 宣 传 渠 道 将 这 一 政 策 传 递 到 老 年 人 中 去 棳不

同 经 济 收 入 的 被 调 查 对 象 对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项

目 认 知 率 相 比 较 棳其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 项 目 有 椀

项 棬占 棿椀灡椀棩棭棳在 这 椀 项 中 棻棸棸棸棸暙椀棸棸棸棸 元 的 收

入 人 群 的 认 知 率 相 对 较 高 棳棻棸棸棸棸 元 以 下 收 入 的 人

群 认 知 率 相 对 较 差 棳原 因 可 能 是 棳收 入 低 的 人 群 自

身 保 健 医 疗 意 识 不 够 棳或 者 长 期 奔 波 在 外 地 务 工 棳

没 有 时 间 与 机 会 接 触 到 户 口 所 在 地 的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政 策 棳这 也 是 需 要 高 度 重 视 的 问 题 棳因 为 低

收 入 人 群 身 体 素 质 差 棳更 容 易 罹 患 各 种 疾 病 棳而 其

受 收 入 限 制 对 健 康 无 暇 顾 及 棳形 成 暟小 病 拖 一 拖 棳大

病 抗 一 抗 棳实 在 不 行 吃 点 药 暠的 意 识 棳很 多 家 庭 因 病

致 贫 因 病 返 贫 棳如 果 这 部 分 人 享 受 不 到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棳这 与 政 策 本 身 的 均 等 化 是 完 全 相 悖 的 暎

棾灡棽暋调查对象的态度情况

被 调 查 对 象 中 有 椆椂灡棾棩 的 会 配 合 卫 生 工 作 人

员 上 门 了 解 情 况 棳椂椂灡椀棩 的 会 主 动 检 查 身 体 棳

椆椂灡椂棩 的 会 配 合 健 康 体 检 棳椆椀灡椀棩 的 认 为 农 村 健 康

教 育 有 意 义 暎 这 一 结 果 表 明 被 调 查 居 民 在 对 待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的 态 度 还 是 积 极 的 棳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在 济 宁 地 区 得 到 一 定 程 度 实 棬下转第棽椃椃页棭

棿椃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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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提 供 棳斝斺 的 健 康 风 险 指 数 为 棸灡棽棸棿椆棳斆斾 的 健 康

风 险 指 数 为 棸灡椃椂椀棻棳虽 然 小 于 棻棳在 安 全 范 围 棳但 是

每 日 经 大 米 摄 入 斝斺暍斆斾 量 分 别 占 斄斈斏 的 棽棸灡棿椆棩

和 椃椂灡椀棻棩棳对 人 体 会 产 生 一 定 的 风 险 暎

大 米 中 重 金 属 含 量 水 平 棳与 水 稻 周 围 污 水 排

放 暍废 渣 倒 弃 严 重 程 度 有 关 棳还 与 土 壤 旔斎 值 有 关 棳

土 壤 旔斎 值 与 大 米 对 斝斺 的 富 集 能 力 呈 负 相 关
椲椄椵暎

土 壤 重 金 属 污 染 的 治 理 是 一 个 综 合 性 的 工 作 需 要

多 个 部 门 合 作 解 决 暎 为 了 我 们 的 饮 食 安 全 暍身 体 健

康 棳应 采 取 以 下 措 施 来 进 行 控 制 椇棻棭严 格 控 制 暟三

废 暠的 排 放 从 根 源 上 减 少 重 金 属 的 污 染 椈棽棭开 展 绿

色 食 品 生 产 暍减 少 化 肥 农 药 的 使 用 椈棾棭进 行 宣 传 教

育 使 消 费 者 进 行 科 学 安 全 的 消 费 椈棿棭加 强 食 品 安 全

的 检 测 与 监 督 工 作 棳完 善 食 品 立 法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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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棽椃棿页棭施 和 居 民 的 认 同 椈但 是 居 民 自 身 的

健 康 查 体 暍预 防 疾 病 意 识 还 未 形 成 棳这 与 农 村 生 活

水 平 较 低 棳农 民 医 疗 卫 生 知 识 缺 乏 棳保 健 意 识 薄 弱 棳

同 时 也 与 长 期 以 来 农 村 医 疗 卫 生 资 源 供 给 不 足 棳乡

镇 卫 生 院 暍村 卫 生 室 的 技 术 条 件 不 尽 人 意 有 关 暎 建

议 随 着 政 策 的 不 断 推 进 棳卫 生 行 政 部 门 应 该 加 大 对

乡 村 两 级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的 投 入 棳并 配 合 板 报 暍传 单 暍

讲 座 等 多 形 式 宣 传 手 段 将 预 防 的 概 念 传 递 给 农 民 棳

配 合 政 策 真 正 做 到 暟不 生 病 棳少 生 病 棳晚 生 病 棳不 生

大 病 暠暎

棾灡棾暋调查对象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农村的实施

现况评价

调 查 对 象 对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在 农 村 的 实 施

现 状 满 意 度 较 低 棳远 远 低 于 何 莎 莎 等 椲椀椵调 查 的 总 体

满 意 度 棬椃椂灡椄棿棩棭棳好 评 率 超 过 椀棸棩 的 仅 为 棽 项 棳

分 别 是 预 防 接 种 服 务 椂棾灡椄棩暍老 年 人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椀棸灡椃棩椈而 重 型 精 神 病 患 者 管 理 服 务 暍传 染 病 报

告 处 理 服 务 暍棽 型 糖 尿 病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的 好 评 率 最

低 棳分 别 为 棻棸灡椄棩暍棽棻灡棾棩暍棽棾灡棻棩暎 说 明 当 地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中 部 分 项 目 开 展 比 较 好 棳如 预 防 接

种 服 务 暍老 年 人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椈但 大 多 数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开 展 情 况 一 般 椈重 型 精 神 病 患 者 管 理 服

务 暍传 染 病 报 告 处 理 服 务 暍棽 型 糖 尿 病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开 展 情 况 不 太 理 想 暎 原 因 可 能 为 农 村 基 本 卫 生

资 源 配 置 不 完 善 椲椂椵如 经 费 投 入 较 低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在 农 村 的 发 展 缺 乏 根 本 保 障 暍机 构 设 置 不 均 衡

影 响 服 务 的 可 及 性 暍医 疗 卫 生 人 员 匮 乏 难 以 满 足 需

求 暎 建 议 通 过 加 大 经 费 投 入 暍优 化 公 共 卫 生 资 配

置 棳同 时 加 强 乡 村 卫 生 服 务 一 体 化 棳加 快 农 村 卫 生

人 才 队 伍 的 建 设 椲椃椵等 配 套 政 策 促 进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在 农 村 快 速 持 续 地 开 展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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