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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血压的，要吃得清

淡，少盐少油⋯⋯”温州的老李

退休在家，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都爱开着电视机，最爱看的就

是这类健康养生节目，听到重

点，怕记不住，还会把老伴喊过

来，复述一遍。

在 浙 江 ，像 老 李 这 样 爱

“学”健康养生的人越来越多。

这些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 在 不 断 提 升 ，2023 年 达

41.54%（全国为 29.7%），提

前完成了健康中国行动 2030

年目标值。

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获

取健康知识的渠道很多，“我们

发现，现在的健康科普良莠不

齐、真伪难辨，很有必要打造权

威的科普阵地，用科学的知识

为大家提供健康保障。”浙江省

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健康科普

的负责人介绍道。

根据《浙江省健康知识普

及行动（2023~2025）三年实

施方案》，到 2025 年，浙江省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还要继续稳

步提升，目标是达到 42%。因

此，2023 年浙江建立了浙江

省健康科普专家库和资源库，

涉 及 24 个 专 科 领 域 ，拥 有

2351 名高层次专家和青年专

家，覆盖省市县三级的专家，涵

盖外科、呼吸、心血管、肿瘤、营

养、心理健康、运动健康、老年

健康、妇幼健康、公共卫生、护

理等各个学科领域，这也是浙

江卫生健康领域迄今为止专家

参与人数最多的科普库。

近日，又有好消息传来，浙

江省 82 名健康科普专家入选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新一轮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有 1843

名专家，涉及妇幼健康、老年健

康及老年医学、肿瘤防治等 42

个领域。

82位佼佼者入选国家专家库，2351名专家入选省级专家库

浙江打造阵容强大的健康科普天团
本报记者 孙燕

通讯员 王蕊 方序 吴婧

如今，大家打开“浙里办”app，点击进入浙里健康、

浙里科普栏目开设的“健康科普”专区，就能看到 539 名

第一批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名单和近千部科普资源，不

同人群、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科

普内容，实现了精准传播。

浙江还采用了全新的数字孪生AI技术，为专家库的

专家建设“数字医生”分身，目前已采集了 360 余位专家

形象，交付 500 余位数字医生工作台，录制合成 8000 余

条健康科普小视频，将陆续投放至各主流传播平台。

此外，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浙大二院内分泌科任跃

忠主任医师还开展了全国首个数字医生直播，为观众带

来了一场全新的直播体验。

做好健康科普，必须发挥医务人员为主力军作用，以

医疗机构为主战场，依托专业媒体的传播路径，将正确的

健康知识普及到社会公众。今年 5 月 11 日的“世界防治

肥胖日”以及接下来的5月31日世界无烟日，6月的健康

素养推进宣传月，同时还将携手潮新闻·钱江晚报推出浙

江省眼科领域健康知识“百千万科普”行动，各级健康科

普专家也会不断地把健康知识带到大家身边，聚焦群众

的健康需求和期盼。

2024 年，浙江将评选“健康科普领军人物”“优秀健

康科普作品”、科普基地等。为普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疾病预防健康知识，全省各级健康科普专家、讲师团成员

将继续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学校、农村文化礼堂

等重点场所普及健康素养知识。

“今年，我们将有计划地扩容健康科普专家库，比如

开拓五官科、药房、病理科等专业的健康科普，继续把好

专家库的质量关和知识的科学权威性，培养专业的健康

科普领军人物。”浙江省卫健委相关处室健康科普的负责

人表示。

逐步扩容专家库 培养健康科普领军人物

本次入选“国库”的专家，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全

部为正高职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沈哲主任医师就是其中一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

的一个方向是酒精性肝病，那时候跟着导师一起，就经常

会有媒体就社会大众宣教酒精性肝病相关话题约稿。”沈

哲说。从那时起他开始接触健康科普，也渐渐发现科普

跟专业医学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工作只是针对某一个具

体的疾病，怎么诊断，用怎样的治疗方案。科普更多的是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某个细节，比如饮食、运

动、休息等。这些知识在专业的医学书籍上可能是找不

到的，需要通过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将它科普化。”

工作后，沈哲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炎症性肠病。每

个月，他与患者会开一次线下的交流会，讲解很多生活中

需要关注的细节。他为患者们建立了多个微信群，在线

上做科普宣教。此外，他还会为医院录制一些科普小视

频，并且在浙大一院的视频号上做医学科普直播。

“既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又能科学地传递我们的健

康知识，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科普的目的。”国家健康科普

专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主任叶招明主

任医师最近正在编写一套系列丛书《漫画骨科疾病防

治》，一共10册，书中全部以漫画的形式将骨科的知识科

普给大家，“用漫画就是想让大家能够看得懂，用最通俗

的文字去描述。”

叶招明主任说，日常他总是很鼓励医护人员做健康

科普、医学科普。在浙大二院骨科门诊、病房的走廊上，

一些年轻医生录制的科普视频正在播放，视频中会告诉

大家椎间盘突出后怎么办，腰背肌、股四头肌该怎样锻

炼？

“我们跟老百姓讲健康知识，不能用专业的东西跟他

们去讲，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表达，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

一定难度的，也是一门学问、一种技巧。”叶招明说。

既要科学权威，又要通俗易懂 医生做科普没想象中那么容易既要科学权威，又要通俗易懂 医生做科普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谈及如何做科普，身为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老年健

康及老年医学领域专家的浙江医院副院长陈新宇主任医

师，若有所思地从一件身边小事说起：“几个月前，我的一

位朋友突然找到我，说父亲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她说，因

为这两年时不时听我会讲一些有关安宁疗护的小故事、

小细节，潜移默化中竟然积攒了很多如何科学又不失温

暖地对待生命的相关知识。因此当她有一天突然也要面

临如何让父亲尽可能减少痛苦地离开，马上就想到了向

我求助。”

利落干练的陈新宇，日常时刻在撒播老年医学科普

的小火花。但她还是特别着急，“老龄化社会，大家对老

年健康的认知还处于对疾病诊治的粗浅阶段。事实上，

每一位老人出现状况后都不能以单一治疗路径来应对，

从老年综合评估后达成照护目标，到多学科团队制定个

性化诊疗计划追求共病管理的最佳结果，甚至如何提高

老年人内在能力来改善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与健康寿

命，这其中有太多健康知识需要普及。”因此近年来她十

分注重带动团队向全社会做科普，随时随地开讲。今年

年初，还创立了“浙医老友福”微信公号，让老年科普之声

传播得更远更广。

在浙大一院消化内科沈哲主任医师看来，做好健康

科普还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通过科普把专业化变成大

众化的同时，还能抚平大家紧张、焦虑的情绪，这才是成

功的科普。这期间，他们对医生的信任感和配合度也会

上升，就好比一件作品，能跟作者产生互动，它才是一件

好作品。”

跟朋友谈及安宁疗护 用科普抚平了紧张焦虑跟朋友谈及安宁疗护 用科普抚平了紧张焦虑

数字医生形象建模数字医生形象建模 温州市永嘉县急救科普培训现场温州市永嘉县急救科普培训现场

松阳县竹源乡黄下文化礼堂，医生正在给群众
讲解中药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