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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过渡期中面临的健康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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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建设现代化的时代新征程上，青年是丽水市加快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推动“两个先行”创新实践的新

生代“挺进师”和中坚力量。目前，丽水正处于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除了要吸引更多青年

扎根丽水，更要让原有的中青年人群能够释放更多活力。基于这一现象，团队自2021年迄今已走入丽水九县及所属乡
镇的多个中小企业、社区、学校和基层医疗机构，帮助各类工作群体及时快速准确的解读他们的体检单。同时在这一

过程中将会对帮助对象展开采访和调研，分析当前体检单认知状况以及其影响人群对正确接受健康管理程度的相关因

素，为提高人群健康认知和完善健康管理模式提供思路，从健康视角分析丽水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切实需求。

关键词：青年发展型城市；健康认知；体检单；中青年；中年

1��研究背景

当今“三高一低”新常态普遍流动在城市当中，单

身成年人口数增加，未婚比例提高，初婚年龄增加，而

生育推迟与生育水平下降，目前大部门城市进入老龄化

状态，我们丽水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400417
人，占15.97%；15-59岁人口为1574433人，占62.79%；
60岁及以上人口为532546人，占21.24%，其中65岁及以
上人口为385344人，占15.37%。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0.96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3.67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提高4.62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3.68个百
分点。[1]所以在当今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快建设青年发展

型城市迫在眉睫。

基于现状，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我们除了要重点

关注如何利用好我们丽水的优势，解决人才紧缺问题。

更要着力解决丽水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过渡期中将要面

对的问题[2]。例如，当前丽水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仍为中

青年，甚至是中年人。这类人群通常需要承担两个家庭

的养老职责和1-3个孩子的抚养负担，他们是经济发展主
要的推动者和支撑者，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尤其需要

得到关注。[3]

2��研究对象

为保证监测样本具有代表性，兼顾地理、分布的均

衡性，于2022年7月-8月分别抽取丽水九县及所属乡镇的
多个中小企业、社区、学校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人群

作为调查对象。选择的工作人群年龄为中青年（30-45
岁）和中年（46-69岁）。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本信息问卷对丽水九县及所属乡镇的

多个中小企业、社区、学校和基层医疗机构的中青年、

中年工作人群的基本人口学情况（包括当前健康管理状

况、健康知识关注情况、体检意识、对体检单解读的看

法等）进行调查。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身体健

康状况以亚健康状况为主。作为丽水当前建设阶段的重

要力量之一，他们的健康需要得到支持。团队共发放问

卷2110份，回收有效问卷2040份，回收率为96.68%。同
时根据信息可及性和调查方便性原则对自己所在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收集问卷。对收回的问卷，对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

4��研究结果及分析

4.1  身体健康状况
团队将各主要系统、器官功能是否正常、有无疾

病、体质状况和体力水平等作为指标，将健康、亚健

康、不健康作为结果，得出结果，最终得到以下数据：

本次研究中，通过对2040名受访者健康状况的分
析，健康的受访者占5.39%，亚健康的受访者占78.92%，
不健康的受访者占15.69%。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
群身体健康状况以亚健康状况为主。作为丽水当前建设

阶段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的健康需要得到支持。

4.2  生活习惯
（1）作息时间
通过对2040名受访者调研数据分析得，早睡早起的

受访者占23.04%，偶尔熬夜的受访者占53.43%，经常熬
夜的受访者占15.20%，睡眠时间短的受访者占1.96%，
无特定规律的受访者占6.37%。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
人群中，大部分人作息相对合理，对于这类人群作息方

面的健康指导并没有迫切的需求，亚健康主要导致的原

因，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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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亚健康形成的原因分析

（2）烟酒管理
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大部分人只是偶

尔关注健康知识，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很可能不准

确。应对这类人群持续开展健康宣讲、指导，加强该人

群的健康关注程度，提高健康意识。

通过对2040名受访者调研数据分析得，不抽烟但喝
酒的受访者占18.14%，抽烟但喝酒的受访者占12.75%，
不抽烟不喝酒的受访者占40.20%，抽烟并且喝酒的受访
者占28.92%。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部分人
有抽烟或饮酒的习惯，对于这类人群戒烟、戒酒方面的

健康指导需要持续开展。

（3）锻炼频率
通过对2040名受访者调研数据分析得，每天锻炼的

受访者占21.08%，每周锻炼4-6次的受访者占27.94%，每
周锻炼1-3次的受访者占37.75%，每月偶尔锻炼的受访者
占10.29%，从不锻炼的受访者占2.94%。丽水中青年和中
年的工作人群中，大部分人有较好的运动习惯，对于这

类人群加强锻炼的健康指导需要持续开展，但需求并不

迫切。

4.3  健康关注程度及体检意识
（1）健康知识关注程度
通过对2040名受访者调研分析得，经常关注健康知

识的受访者占20.10%，偶尔关注健康知识的受访者占
74.51%，从不关注健康知识的受访者占5.39%。丽水中青
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大部分人只是偶尔关注健康知

识，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很可能不准确。应对这类人

群持续开展健康宣讲、指导，加强该人群的健康关注程

度，提高健康意识。

（2）关注健康的原因
通过对2040名受访者调研分析得，因家庭或学校教

育关注健康的受访者占50.98%，因自己患有健康疾病后
开始关注的受访者占12.25%，因身边亲友患有健康疾病

后开始关注的受访者占27.45%，因接受某些教育宣讲后
开始关注健康的受访者占30.39%，因身边亲友鼓励带动
关注健康的受访者占62.75%，因其他原因开始关注健康
的受访者占6.86%。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大
部分人关注健康的原因是家庭与学校教育或是身边亲友

的鼓励带动。由此可见，家庭与学校教育对于大众健康

意识培养的重要性。丽水应继续坚持并加强家庭与学校

对大众的健康教育。而身边亲友的鼓励对于大众健康意

识的培养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可见健康知识的普及度并

不是线状的提高，而是面状的扩散。长期的健康宣讲和

指导将会为人群健康意识培养起到关键作用，健康教育

应该长期进行。

（3）主动参加体检频率
通过对2040名受访者调研分析得，一年主动参加一

次体检的受访者占39.70%，半年主动参加一次体检的受
访者占11.76%，每季度参加一次体检的受访者占1.96%，
每月参加一次体检的受访者占0.49%，从不主动参加体检
的受访者占46.08%。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
大部分人从不主动参加体检或者一年主动参加一次体

检，《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表示，1+x是常用的
体检套餐原则。由此可见，丽水需要继续加强大众的体

检意识，让更多的中青年和中年人群体意识到一年一检

的重要性。

5��研究讨论与对策

5.1  身体状况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
经常关注健康知识的受访者仅占20.10%，偶尔关注

健康知识的受访者占74.51%，而从不关注健康知识的受
访者却占5.39%。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大部
分人只是偶尔关注健康知识，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很

可能不准确。

数据反映，为解决丽水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过渡期

中将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即当前丽水经济发展的中坚力

量仍为中青年，甚至是中年人。为此，我们需要持续开

展对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健康宣讲、指导，加强该

人群的健康关注程度，提高健康意识。

5.2  生活习惯特别是抽烟饮酒问题需要关注
经调研，早睡早起的受访者占23.04%，偶尔熬夜

的受访者占53.43%，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
大部分人的作息时间相对合理；每天锻炼的受访者占

21.08%，每周锻炼4-6次的受访者占27.94%，每周锻炼1-3
次的受访者占37.75%，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
大部分人有较充足的锻炼量。

但不抽烟但喝酒的受访者占18.14%，抽烟但喝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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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占12.75%，不抽烟不喝酒的受访者占40.20%，抽
烟并且喝酒的受访者占28.92%。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
作人群中，部分人有抽烟或饮酒的习惯。

为此，我们在对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开展

健康宣讲、指导时，要着重加强该人群对戒烟戒酒等意

识的培养，这有利于帮助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

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为丽水向青年发展型城市转变的

过渡期，提供更多的活力。

5.3  在坚持学校家庭健康教育和健康宣讲的同时尝试
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发带动健康知识传播

通过学校家庭教育和健康宣讲来传播知识是常用的

健康宣传手段。本次调研发现，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

工作人群中50.98%是因为家庭或学校教育开始关注健
康，因接受某些教育宣讲后开始关注健康的受访者也占

30.39%。继续坚持学校家庭健康教育和健康宣讲的健康
宣传方式，有利于健康知识在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

人群重传播。

本次调研数据中，尤其要指出的是，因身边亲友鼓

励带动关注健康知识的受访者占62.75%。这个数值甚至
高于前两者。团队认为，丽水在之后的大众健康认知水

平提高的工作中，可以尝试从群众出发，发动群众，让

群众自发带动亲友学习健康知识。

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大部分人关注健

康的原因是家庭与学校教育或是身边亲友的鼓励带动。

由此可见，家庭与学校教育对于大众健康意识培养的重

要性。丽水应继续坚持并加强家庭与学校对大众的健康

教育。而身边亲友的鼓励对于大众健康意识的培养同样具

有重要作用，可见健康知识的普及度并不是线状的提高，

而是面状的扩散。长期的健康宣讲和指导将会为人群健

康意识培养起到关键作用，健康教育应该长期进行。

5.4  加强大众体检意识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表示，1+x是常用

的体检套餐原则，然而本次调研发现，从不主动参加体

检的受访者达46%。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对于
定期体检的意识相对薄弱。团队认为，丽水在之后开展

的各类健康知识宣传活动中需要继续加强大众的体检意

识，让更多的中青年和中年人群体意识到一年一检的重

要性。丽水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作人群中，大部分人只是

偶尔关注健康知识，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很可能不准

确。应对这类人群持续开展健康宣讲、指导，加强该人

群的健康关注程度，提高健康意识。

结语

在建设现代化的时代新征程上，青年是丽水市加快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推动“两个先行”创新实践的新生

代“挺进师”和中坚力量。目前，丽水正处于建设青

年发展型城市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除了要吸引更

多青年扎根丽水，更要让原有的中青年人群能够释放更

多活力。基于现状，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我们除了要

重点关注如何利用好我们丽水的优势，解决人才紧缺问

题。更要着力解决丽水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过渡期中将

要面对的问题。例如，当前丽水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仍

为中青年，甚至是中年人。这类人群通常需要承担两个

家庭的养老职责和1-3个孩子的抚养负担，他们是经济发
展主要的推动者和支撑者，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尤其

需要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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