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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广西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体 育 局
中国民用航空广西安全监督管理局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总 工 会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红 十 字 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文件

桂健推委办发〔2022〕6 号

关于开展“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活动的通知

各市推进健康广西行动议事协调机构、教育局、交通运输局、文化

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卫生健康委、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总工会、红十字会、计生协，广西机场管理集团，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各直管车站、车务段：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等 13 部门《关于开展



—2—

“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活动的通知》（国健推委办发〔2022〕

4 号）精神，为加快推动群众性应急救护工作高质量开展，促进

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更好衔接，我们决定在全区开展“关爱生

命 救在身边”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一）有效提升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普及水平。推动应急

救护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人数和取得应急救护培训证书的人数持续增

加。到 2022 年底，取得培训证书的人员比例提高到人群总数的

1%及以上。

（二）逐步普及公共场所急救箱（包）等配备。持续提升

客运航班、机场、客运列车、火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地铁

站、学校、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备率。

（三）加快形成“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文明风尚。推动应

急救护科普宣传教育融入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纳入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德育和素质教育内容，“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

人”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四）社会公众急救能力显著增强。在教育、交通、旅游、

体育等行业领域，群众性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救

护响应能力显著提升，常态化应急救护服务覆盖有需求的旅游

景区和重大体育赛事、重大活动、春运等。

二、工作措施

（一）开展“救在身边·救护伴行”活动。在客运航班、

机场、客运列车、火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地铁站、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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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等公共场所配置急救箱（包）等急救设备（交通医疗急救箱

配置标准参照《交通医疗急救箱配置标准指导目录（试行）》

（交办人教〔2021〕88 号）），加强对交通、体育行业从业人

员应急救护培训，组织应急救护志愿者参与重大节假日交通运

输及马拉松等大型赛事救护服务。（各级交通运输、卫生健康、

体育、铁路、民航、红十字会等部门或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开展“救在身边·景区守护”行动。推进 A 级旅游

景区工作人员、旅行社导游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发挥景区医务

室（救护站）作用，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服务。（各级文化和

旅游、卫生健康、红十字会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开展“救在身边·校园守护”行动。推进急救教育

试点学校建设，在学校推广配备急救箱、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应急救护一体机等急救设备。加强学校健康教育，开展生命安

全教育，加强师生应急救护培训，普及紧急自救、呼叫基础知

识，定期开展应急救护演练，提高校园应急救护能力。（各级

教育、卫生健康、红十字会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开展“救在身边·科普宣教”活动。通过主流媒体，

采用多种形式，在社区、单位、校园、企业、机关、家庭等场

所加大急救宣传倡导力度，普及群众性应急救护知识，宣传勇

于施救典型事例，倡导“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的文明风尚。（各

级教育、卫生健康、广电、红十字会、计生协、工会等部门按

职责分工负责）

（五）开展“救在身边·最美救护员”推选活动。选树群

众性自救互救典型人物，宣介感人事迹，鼓励更多公众学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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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知识，参与“救在身边”活动。（各级卫生健康、广电、红

十字会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开展“互联网+救在身边”活动。探索通过开发应急

救护 APP 等信息化、人工智能方式，打造应急救护向导工具，

实时监测应急救护设施设备分布、使用等情况，以及应急救护

培训人员和持证人员情况等，为群众性应急救护工作提供技术

支撑，确保应急救护设施设备在关键时刻“可获得、有人用”，

进一步提升群众性应急救护质量和效果。（健康广西行动推进

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红十字会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共同推进）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

加强沟通协作、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活动取得实效。

各市推进健康广西行动议事协调机构负责活动统筹协调；各地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红十字会负责完善急救培训标准，组织开展

社会公众急救培训，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各地教育、交通

运输、文化和旅游、体育、铁路、民航、工会等部门及有关单

位负责安排师生、员工接受急救知识技能培训，并指导相关单

位对配备的急救设备加强巡检，确保紧急时刻能取可用、会用

敢用；各地广电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救护知识科普宣教及群众自

救互救典型人物宣传工作；各地计生协负责开展家庭急救科普

活动，提升家庭急救知识技能。

（二）强化社会动员。各地要充分发挥健康广西行动的统

筹协调作用，利用社会各方资源，广泛开展社会动员。要充分

发挥协会、学会、社会组织、志愿者及医务人员作用，通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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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和渠道，广泛宣传应急救护重要性，普及相关知识，积

极动员社会各界关注应急救护工作，鼓励、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参与群众性应急救护工作。

（三）注重经验总结。各市推进健康广西行动议事协调机构

要及时提炼活动中的典型经验和亮点，汇总本市工作后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工作总结报健康广西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并抄送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单位。健康广西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

室将会同各部门单位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协调推动解决工作中

的困难和问题。

附件：**市（单位）“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活动情况工作

总结（模板）

健康广西行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

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教育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 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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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播电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民用航空

体育局 广西安全监督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总工会 红十字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铁路南宁局

计划生育协会 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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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单位）“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
活动情况工作总结（模板）

一、基本情况

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工作情况概述；

（二）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持证培训人数、普及人数；

（三）急救箱（包）等急救设备配备、使用情况；

（四）景区医务室（救护站）建设数量、作用发挥情况；

（五）应急救护志愿服务情况（参与重大节假日救护志愿

服务情况，参与马拉松等重大赛事救护服务情况等）；

（六）最美救护员推选活动开展情况；

（七）救护科普宣传及媒体报道等情况。

备注：第 3 项“急救箱（包）等急救设备配备、使用情况”

需要报告 2022 年当年数据及截至 2022 年底的累计数据，其他

只需要报告 2022 年当年数据。

二、经验做法

三、存在的问题

四、建议

五、附件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健康广西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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