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老龄函〔2023〕1144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老年营养改善行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省疾控中心，委

直属各医疗单位，福建医科大学、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

为进一步改善老年人营养健康状况，切实增强老年人的健康

获得感，促进健康老龄化，助力“健康福建”建设，根据《全国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老年营养改善行动的通知》（全

国老龄办函〔2022〕18 号）要求，经研究，决定于 2023-2025

年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为期三年的老年营养改善行动。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动主题

合理营养 健康养老

二、行动目标

（一）开展合理化营养宣教，老年人营养健康意识显著增强，

老年人营养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老年人营养健康社会氛围更加浓

厚。

（二）推广中医食疗理念，提供便捷的基于中医体质辨识及

食物性味辨识的饮食调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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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营养干预，老年人营养健康状况得到改善。

（四）开展老年营养健康核心知识技能培训，各级医护人员

的老年人营养健康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三、行动范围

（一）行动地区

2023 年选取 9个县（市、区）、1个乡镇开展试点（见附件 1），

逐步实现全省范围全覆盖。

（二）目标人群

1.服务对象：60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独居、空巢、留守、失

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为重点服务对象。

2.服务人员：参与该行动管理、实施、技术指导的各级行政

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组织等人员。

四、行动内容

（一）宣传老年营养健康知识

1.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一般老年人膳食

指南”和“高龄老年人膳食指南”核心推荐内容（见附件 2），结

合当地食物资源、饮食习惯和传统食养理念，广泛宣传“三减三

健”健康生活方式以及膳食平衡搭配、烹调技巧和中医药膳食疗

等营养健康知识。开展在中医体质类型和食物性味基础上的“辨

体施膳”宣教活动，向老年人传授体质辨识、食物性味辨认的常

识。加强对糖尿病、高血糖、高血压的饮食指南和健康管理的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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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全民营养周、全国食品安全宣

传周、重阳节和敬老月等节点，大力开展科普宣教活动，促进老

年营养健康宣教活动常态化。每个试点地区选取社区、医院、养

老机构、老年大学等，开展不少于 3场营养科普活动，作为项目

资金绩效目标。2024-2025 年，全省每个县（市、区）组织开展

5-8 场的线上或线下科普活动。

3.创新宣传形式和载体，通过张贴宣传海报，设计、制作健

康宣传手册、宣传单和短视频，发挥各类媒体作用，进行有内容、

有更新持续性的宣传。开展老年营养健康知识进社区、进医院、

进养老机构、进老年大学等活动，引导老年人树立营养健康意识、

营造有利于老年人营养健康的社会氛围。鼓励将老年营养宣教融

入临床诊疗工作。

（二）加强老年人群营养干预

1.落实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服务项目，了

解老年人饮食、吸烟、饮酒等生活习惯，结合体格检查和辅助检

查，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饮食指导，指导老年人维护口腔健康、

保持合理体重、预防骨质疏松，降低疾病相关的营养风险。推进

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基本公卫项目，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提供营养改善指导等医养结合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将老年人营养干预纳入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项目。

2.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开展老年人营养风险筛查，对存在

营养风险的老年人进行营养干预，制定个性化的膳食营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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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转诊服务。在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机构开

展试点，为老年人提供营养筛查、营养评估、营养干预和效果监

测等临床营养服务，形成老年营养改善处方。

3.鼓励各级医疗机构加强临床营养科建设。以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老年医学科为重点，开展老年营养病房建设。在老年医学科

等营养不良发生风险较高的科室，为住院老年患者提供营养筛

查、营养评估、营养干预和效果监测等临床营养服务。

4.组织中医专家团队结合本地食材，撰写针对不同体质人群

的日常食谱推荐。由中医师在辨体质、辨证的基础上，制定“因

人制宜”的药膳处方，开展老年营养改善干预。

（三）提升老年营养健康服务能力

1.依托省营养学会、省立医院等组建全省老年营养专家指导

小组，指导全省开展老年营养改善行动、设计宣传材料、组织老

年营养健康核心技能培训、开展公益活动等。各地要发挥各级医

学会、营养学会、营养师协会作用，面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开展

培训，提高其营养健康教育和临床营养干预核心技能。行动服务

人员每年至少参加1次线上或线下与老年营养有关的继续教育培

训。

2.从事老年医学服务的医务人员团队中，应配备专（兼）职

营养人员。鼓励家庭医生团队配备营养专业人才，为居家老年人

提供营养膳食指导和咨询服务。鼓励公共营养和临床营养专业技

术人员、营养师等以及相关营养人才队伍向老年营养健康领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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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深入老年人家庭、涉老机构，宣传老年营养评价及干预知识，

指导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机构、长者食堂等提供适合老年人的营

养配餐。

3.面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开展中医食疗知识培训，提高其相

关技能。鼓励各级医疗机构，开展中医食疗门诊，为老年人通过

中医饮食调养防治疾病，保持健康提供专业的帮助和服务。

（四）积极开展老年营养健康公益活动

在全社会广泛动员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面向老

年人群开展控油壶、限盐勺、腰围尺、计步器等营养健康工具发

放公益活动。鼓励长者食堂和养老机构评选营养健康食堂，建立

营养健康角、营养健康小屋等。拍摄公益广告，选树典型人物和

典型案例，营造社会氛围。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卫健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

强化组织领导，将老年营养改善行动纳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福建老年健康促进行动重点工作部署。省

卫健委将在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区）、示范机构”创

建中增加老年营养改善行动有关内容。

（二）广泛动员，加强宣传。各单位要积极发动社会组织、

公益机构、企事业单位、爱心人士等支持，动员营养专业人员、

志愿者和老年健康典型代表广泛参与，加强媒体宣传，促进老年

人关注营养，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 6 —

（三）落实经费，保障实施。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制作宣传手

册、宣传单、展板横幅和短视频，发放营养健康工具，组织营养

科普活动、公益活动，提供老年人营养风险筛查等临床营养服务，

开展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外请专家指导等。鼓励各地积极争取地方

财政资金支持，扩大项目服务覆盖面，惠及更多的老年人。要规

范使用资金，加快资金使用进度。

（四）加大指导，确保实效。要加强对老年营养改善行动的

督促指导和效果评估，明确项目负责人和联络员，试点地区于

2023 年 8 月底前完成试点工作并报送工作总结。要加强工作衔接

和信息交流，及时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开展老年营养改善行动典

型案例的培育和选树，总结推广项目经验。

省卫健委老龄处联系人：周爽

联系电话：0591-87860912

邮箱：fjwjwlljkc@126.com

附件：1.福建省老年营养改善行动试点地区名单

2.老年人膳食指南核心推荐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 7—

附件 1

福建省老年营养改善行动试点地区名单

1.福州市鼓楼区

2.厦门市思明区

3.漳州市长泰区

4.泉州市丰泽区

5.三明市明溪县

6.莆田市仙游县

7.南平市松溪县

8.龙岩市新罗区

9.宁德市霞浦县

10.平潭综合实验区苏澳镇



— 8—

附件 2

老年人膳食指南核心推荐

一、一般老年人膳食指南核心推荐

（一）食物品种丰富，动物性食物充足，常吃大豆制

品。

（二）鼓励共同就餐，保持良好食欲，享受食物美

味。

（三）积极户外活动，延缓肌肉衰减，保持适宜体

重。

（四）定期健康体检，测评营养状况，预防营养缺

乏。

二、高龄老年人膳食指南核心推荐

（一）食物多样，鼓励多种方式进食。

（二）选择质地细软，能量和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

（三）多吃鱼禽肉蛋奶和豆，适量蔬菜配水果。

（四）关注体重丢失，定期营养筛查评估，预防营养不

良。

（五）适时合理补充营养，提高生活质量。

（六）坚持健身与益智活动，促进身心健康。

抄送：省医学会、省营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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