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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屋管理规范（试行）》政策解读 

  
  一、《管理规范（试行）》政策出台背景 

2011 年，我省创造性地提出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健康小屋”，为辖

区慢性病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免费提供常见健康指标的检测，免费建立健康

档案，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开展健康讲座和政策宣传等服务，实现

即时监测、即时干预、即时指导、即时管理。 

2012 年，省政府为加强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升社区卫生服务内

涵，决定在 2011 年试点的基础上，在全省再建设 100 个社区卫生服务健康小

屋，并将此项工作列为省政府民生实事之一。省卫生厅高度重视，与省财政厅

联合印发了《吉林省社区卫生服务健康小屋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吉卫联发[20

12]8 号）。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涵建设，规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健康小屋管理，省卫生厅研究制定了《健康小屋管理规范（试行）》。 

二、文件起草过程 

省卫生厅在健康小屋建设工作中多次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在前期试点

建设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专家和人员对《健康小屋管理规范（试行）》（草稿)

以及已配备的设备使用情况进行座谈、评审和评价，并到长春市绿园区、朝阳

区、经开区实地调研，进一步研讨《健康小屋管理规范（试行）》内容。 

三、《管理规范（试行）》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健康小屋的功能定位。健康小屋以公共卫生服务为重点，以设备

检测为切入点，结合基本医疗服务，建立综合、连续、协调、可及的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模式，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利用率和影响力。健康小屋应承担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职能，传播健康知识、促进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形成；引导

社区居民主动参与、自我管理，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

对患有慢性病、老年病、常见病等疾病的居民进行规范管理和个体干预，提高

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二是提出健康小屋建设标准。健康小屋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和管理，

房屋面积应在 30 平方米以上，便于开展居民健康宣教、体检等活动。健康小屋

设备以省里统一配备为主。主要有身高、体重、血压和人体成分检测设备，五

官、体温、眼底、血氧和神经触痛全科检测设备，亚健康状况中医检测设备，

膳食宝塔、流媒体等健康教育传播设备，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健康小屋

设备要统一安放在健康小屋内，按固定资产做好登记，设专人管理，不得随意

占用。健康小屋要做到“五有”，即有居民健康档案信息、有健康教育宣传

栏、有全科医生团队、有服务团队制度、有绩效考核方法。 

三是健康小屋人员配备及工作职责。健康小屋要配备一名具有医疗或相关

专业资质的专职工作人员，熟练掌握检测仪器设备运行操作技术，并能解答有

关基本健康知识咨询。健康小屋要至少配备一组全科医生团队提供服务。由具

有执业资格并依法注册的 1 名全科医生或 1 名中医师、1 名社区护士及 1 名公

卫医生组成。全科医生团队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 版）》、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术规范》、《中医健康管理技术规范》及相关法



律、法规开展各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主要负责居民健康管理的相关告知，为

重点人群提供免费健康检测，开展健康宣教，有针对性地实施慢病干预及基本

医疗服务，规范采集健康数据，完善居民健康档案等健康管理工作。 

  

附件：《健康小屋管理规范（试行）》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8077/xxgkmlqy/201812/t20181206_570664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