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疫情初起，钱江晚报全国首家发出“一米线”倡议

如今，健康小站已扩容至300个，很多改变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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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健康理念从未停步

日前，2022 年杭

州市居民健康素养监

测结果揭晓。杭州市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到 41.99%，相比上一

年度增加1.75个百分

点，创历年新高。

也就是说，目前

平均每 100 个杭州人

（15-69 岁）中，约有

42 人具备了基本的

健康素养，具备基本

的健康技能。

监测结果显示，

近 3 年来，杭州市 54

岁以下居民的健康素

养水平稳步提高，最

高为 25～34 岁组，为

62.84% ，35～44 岁 组

次 之 ，为 56.29% ，其

中，15～24 岁组较上

一年度增幅最高，增

幅为5.44个百分点。

2022 年 度 杭 州

市健康理念知识水平

达 54.87%，较上一年

度 增 加 2.16 个 百 分

点，增加幅度最高的

为居民健康技能素养

水 平 ，达 到 36.74% ，

较 上 一 年 增 长

2.70%。

杭州市民
健康素养
创新高

口罩、消毒湿巾、免洗洗手液，这个暑假，杭州“80后”妈妈陈女士制定了亲子旅游计划，出行

前整理行李时，除了起居用品，她特意带上了“健康三件套”。

陈女士的这个习惯源于3年前。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袭，它冲击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

们的行为习惯，重塑了我们的健康理念。

新冠疫情暴发之初，钱江晚报就联合浙江省疾控中心、浙大一院于全国首家发出“因为爱你，

离你一米”的科学倡议，迅速在全社会蔓延，成为抗疫时期的流行语。

如今，新冠疫情已过，但那些科学健康的卫生习惯却被保留下来：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

距离⋯⋯这些公共卫生意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纳和践行。

就如陈女士，每次外出，依旧会习惯性地带上这些卫生健康用品，用她的话说，这早已不是为

了防疫，“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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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本报推出“一米线”创意海报2020年1月，本报推出“一米线”创意海报

周小瑛和其他两位社区

女医生联手出品的防疫

漫画

疫情之初
全国首发“一米线”倡议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彼时，全

社会都被新冠病毒快速的传播性所震惊。必

须让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护科普尽快传递到每

个人的身边。

2020 年 1 月 27 日，在经过充分的专家论

证下，钱江晚报联合浙江省疾控中心、浙大一

院于全国首家发出“一米线”倡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飞沫传播是主要途

径，范围在一米左右。”

“因为爱你，离你一米。”

“距离产生美，你的行动，或许就能阻断一

次病毒传播的可能。”

这份倡议言简意赅，却带着强烈的感情冲

击，不仅传递着最直白关键的防疫科普要诀，

更以“爱”与“距离”的反差提醒着每一个人，我

们正进入一个特殊的健康防护时期。

果不其然，倡议一经发出，迅速在朋友圈

被热转，并引发大量好评：“现在太需要这样科

学理性的引导！”“这个说法好记，我会时刻放

在 心 上 。”“ 这 样 的 走 心 科 普 ，真 是 及 时

雨。”⋯⋯该倡议在浙江大健康微信公众号上

单条阅读量达193万。

当年 5 月 7 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的指导意见中，多次强调“1 米”

和“一米线”概念。钱江晚报“因为爱你，离你

一米”系列报道，也因此在海量的抗疫报道中

脱颖而出，荣获当年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

倡导健康科学生活
一直未停步

多年来，钱江晚报一直持续发力，通过文

字、视频、图片、线下科普等多种形式，医媒融

合创新探索，推进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公共

卫生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特殊时期全力推进

“一米线”的科普传播，只是其中的缩影之一。

2021 年，在浙江省基层卫生协会大力支

持下，钱江晚报联合全省基层医疗机构，正式

启动健康小站，首批推出 100 个站点，如今已

扩容至300个。依托健康小站，大量公共卫生

知识在基层被普及，健康的生活方式被倡导，

很多改变润物无声，延续至今。

周小瑛是潮新闻·钱报健康小站、杭州市

上城区望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药

师。疫情期间，她和其他两位社区女医生联手

出品了许多防疫漫画、科普卫生小知识。“我们

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让居民了解更多的医学

科普，加强自我健康管理。”

周小瑛笑称自己是“人类观察家”，药房上

班可以将整个门诊大厅尽收眼底：年轻人把口

罩戴得牢牢的；咳嗽的大伯拿出纸巾，将痰吐

在纸巾里包好后扔进垃圾桶；看完病准备离开

的阿姨按了按服务台上的消毒液，不断揉搓手

心⋯⋯

“疫情之前，可能很少有人会注意这些细

节，也不觉得这些健康的行为有多重要。疫情

改变了很多人的认识。”作为医务工作者，看到

一些好的卫生习惯渐渐融入大家的生活，周小

瑛的感觉是“挺欣慰的”。

那些科学健康的理念
值得被保留

“其实对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的

预防，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卫生习惯仍然

适用。”周小瑛说，以前她还要提醒儿子洗手，

现在完全不用操这份心，“每天一放学就是冲

进洗手间洗手，用的是幼儿园老师教的七步洗

手法，我看了一下，洗得非常标准。”

杭州市西湖区古荡湾社区卫生服务站全

科医生张毅同样感受到了居民健康意识的改

变。“首先是我自己，一方面口罩戴得更规范

了，一个上午的门诊都不会摘下来；另一方面

更重视手卫生了，看完一个病人就会做做手消

毒。”

张毅的另一个感觉是，许多人对于疾病的

重视程度加深了。以前有发热感冒，很多人不

怎么当回事，现在，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

状，他们心中就会响起“警报”，还会主动

及时地到医院做筛查。

新冠疫情已过，但保持一

米 线 的 社 交 距 离 、勤 洗

手、勤通风、公筷制等

科学健康的公共卫

生 理 念 永 不 过

时。每个人都

是 自 己 健 康

的第一责任

人 。 就 如

陈女士所

言，“有些

良好的习

惯，值得

保 留 下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