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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达成健康科普考

核要求的田野感叹，虽然

四川将健康科普作为医生

晋升高级职称的必选项，

但达到要求并不难。四川

要求每年完成一次健康知

识讲座，或在符合相关要

求的平台发表健康科普文

章、音视频作品 1 篇。田

野表示，新要求并未给他

的职称晋升造成困扰，反

而提供了开展健康科普的

动力，也拉近了医患距离。

前段时间，一位家长

咨询孩子骨折后的康复问

题，恰好田野刚发表了相关

的科普文章，他马上推给焦

急的家长，全面而详尽的

介绍缓解了家长的焦虑情

绪，同时传授了科学的康

复手段。

高 源

表 示， 近

年 来， 医

院也在大力倡导并组织科普

活动，鼓励医务人员加入到

健康科普的队伍中来。高源

认为职称晋升的评价标准应

在对业务能力的基本要求之

上，加入更多维度与指标的

考核，而健康科普无疑是一

个积极的开始。

支修益表示，健康知识

普及行动是《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提出的

十五项专项行动之一，其明

确要求，至 2030 年，

居民基本医疗素养水

平 要 提 高 至 28% 及

以上，对重大慢病如

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癌症

防治核心知识等的知晓率应

达 到 65%、60%、80% 及 以

上。健康科普纳入医生职称

评审正是推进此项行动的重

要一环。此政策的出台将鼓

励更多医生加入到科普队伍

中来，讲述患者从知道“坏

消息”到

回归健康

的 历 程，

让更多人

了解疾病，减轻恐慌，

提高依从性，构建和谐

医患关系。科普宣传就

如同给社会打疫苗。

面 对 各 地

对 健 康 科 普 标

准不一的情况，支修

益解读了其中的深意，他

表示，“我国地域辽阔，

医疗资源分布相对不均衡，

各地医疗质量仍未达到均

质化，推及健康科普宣传，

在媒体资源、医生认知等

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

在政策推广落地之初，不

应“一刀切”，如此才能

提升医生参与其中的积极

性。他建议根据

不同科普形式的难易

程度进行分层与打分。

此外，支修益指出，

医生职称评定相关标准由

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制定，因此，各地卫健

委应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加强沟通交流，针对

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

评价标准，随着实践经验

的积累，了解政策实行的

基本点，以便后续推出全

国统一标准。

对于以上医生面对出

版科普专著的想法，顾卫

红表示十分理解，目前出

版科普专著对于医生而言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个

人精力到平台资源，每一

步都不容易。健康科普纳

入医生职称评审体系的重

要意义毋庸置疑，实现的

路径和方式是需要深入研

讨并积极探索推进的。顾

卫红提出，主流媒体、出

版社应为健康科普建立平

台，并邀请医界科普达人

开展相关讲座培训，提升

医生的科普写作能力。

支修益也呼吁更多学

协会、出版社以及媒体为

医生搭建科普宣传平台，

如设立科普专业委员会，

开展科普丛书的编写，开

设科普访谈栏目或专题等。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

多数地区健康科普晋升的

相关细则仅适用于申请高

级职称的医生，对此，即

将晋升主任医师的杨振华

表示理解与支持，他认为

临床经验与知识储备的积

累是保证健康科普科学性

的关键。

顾 卫 红 表 示， 对 科

普内容的质量控制是必须

的，编写好的科普作品不

比发表论文更简单。将前

沿医学知识深入浅出地转

化为公众听得懂的语言文

字，需要融会贯通的逻辑

思维和较强的叙事写作能

力。因此，她提议建立健

康科普作品的评价体系和

质控标准，首先是科普作

品的查重，以保证其原创

性，同时建立专家委员会

进行审核，以保证内容的

科学性和先进性。

今年中国抗癌协会开

展了“三言”活动，即及

时止住“流言”，科学揭

穿“谎言”，彻底粉碎“谣

言”。目的就是为了保

证高质量健康科普的推

广。此外，支修益强调，

推广健康科普不是一蹴

而就，首先应提升医院

领导班子的重视程度，

其次要加强对学科带头

人的相关培训，增强整

个医生队伍对科普重要

性的认识，最后还要开

展科普能力提升的继续

教育项目，让医生具备讲

好健康科普故事的能力。

“医学健康教育事

关每个人的健康，做好健

康科普工作是医生的责任

和义务。让每个人意识到

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

是提高居民自我健康管理

能力和健康水平的助推

器。”支修益说。

 

破 除“ 唯

论文”的做法

让医生们为之振奋，但

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温勇直言，健康科普被

纳入职称晋升是机遇与

挑战并存的新选择。

以 广 东 为 例， 评 价

标准中对健康科普成果

提出了具体要求：正式

出版的科普著作 1 部；

或撰写科普作品获得市

厅级科普作品奖；或在

市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的官方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号或其主管的

医药行业报刊、数字报

发表或转载的科普作品 2

篇 / 部。

温勇认为，普通

医生编写科普专著并不

容易，市厅级科普活动

的获奖者也是凤毛麟角，

看似最容易达成的发表

科普文章，温勇心中也

有些困惑：如今海量健

康科普内容已广泛传播，

如何避免内容重复？是

否可以建立检索平台？

相关标准中提到的市以

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

管的医药行业报刊具体

有哪些？温勇更希望评

价标准的相关要求能更

为透明化，以便在实践

中少走些弯路。

天津市则要求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申报需满

足作为副主编及以上，

参与编写公开出版的向

大众普及本专业科学知

识的科普专著，副高级

职称要求本人承担字数

累 计 不 低 于 5 万 字， 高

级职称要求本人承担字

数累计不低于 10 万字。

杨振华非常赞同将

健康科普纳入职称考核，

认为破除唯科研论职称，

对于科研资源相对缺少

的基层医生尤其有正面

意义。

同时十余年前就曾

在微博开展健康科普的

杨振华认为，健康科普

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公众

的健康意识与知识，传

播专业科学的诊疗知识

理念和手段，通过公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医

学知识更易被接受，因

此，期待未来相关标准

能够拓展健康科普的表

现形式，也给医生更多

的选择与可能性。

多地将健康科普纳入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核

打开健康科普多棱镜打开健康科普多棱镜

科普宣传如同给社会打疫苗

   健康科普
切勿一把尺子

用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健康故事

海量资源如何烹制
“健康珍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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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贾薇薇 陈惠 张玉辉）明年即将晋升副主任医师的温勇留意到，在职称晋升评价标准中新增了“健
康科普”一项，在十选三的业绩成果代表作考核中，“健康科普”的分量与完成课题和发表论文相当。这一标准让他感到十分惊喜，
因为职称晋升之路有了更多可能性。的确如此，但在难得的机遇面前，一定要警醒，切忌为了晋升而做科普，健康科普应如
同多棱镜，在多个角度与层面折射出光彩：精彩而有趣的内容提升居民健康素养，不断完善与学习加快自我成长，进而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助推全民健康的进程。

2021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科普作品可作
为业绩成果代表作参加评审，政策出台后各地纷纷响应，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
20 余个省市实行此政策。那么，如今两年过去，成效如何？在各地标准不一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
近日，《医师报》采访了多位准备晋升职称和已晋升职称的医生，并邀请行业先行者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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