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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6月26日举行例行

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

回答记者提问。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近日决定向

中国台湾地区出售价值约 3.6 亿美元的军售项

目。民进党当局表示感谢。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

湾地区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

用台湾同胞血汗钱买武器，妄图“倚美谋独”“以

武谋独”，只会给台湾地区带来兵凶战危，给台

湾同胞带来深重灾祸。民进党当局应立即停止

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

定的行径。

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对台售武，是想把战火

引向台湾，用心险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

定，停止售台武器，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向“台独”

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据中新社

国台办回应美对台3.6亿美元军售：

美方想把战火引向台湾用心险恶

1.强化体重管理科学指导。加强体重管理权

威信息编制和发布。编制居民体重管理核心知识、

体重管理指导原则、基层医务人员开展体重管理健

康教育指导要点等，优化完善体重管理和肥胖防治

相关标准。开发适合居民使用的体重管理工具。

2.创新体重管理科普形式。推动体重管理科

普宣教进家庭、进社区、进学校、进医疗卫生机构、

进机关企事业单位、进商超、进宾馆、进餐馆食堂

等，逐步扩大体重管理知识普及的覆盖范围。

3.提升体重管理科普能力。充实体重管理专

家力量，壮大科普队伍。推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保健医生开展体重管理相关科普工作，提升社会

健康指导员等志愿者的宣传指导能力。

4.积极营造体重管理社会支持性环境。推广

“一秤一尺一日历”（体重秤、腰围尺、体重管理日

历），鼓励家庭、医疗卫生机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

位、宾馆等配置体重秤，有条件的配置体成分仪。扩

大健康小屋社区覆盖范围，打造健康主题公园、健康

步道、健身器材等支持环境。

5.强化家庭体重管理的重要作用。将体重管

理纳入健康家庭建设内容。以家庭健康生活方式培

养为重点，将健康体重作为家庭生活新理念，做到

“三知一管”（即知晓健康体重标准、知晓自身体重

变化、知晓体重管理方法，科学管理自身体重）。

6.发挥专业技术优势，规范体重管理服务模

式。提高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疾控机构等专业人员

体重管理和科普能力，完善医护人员健康教育考核

机制。组织专业人员深入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开展体重管理技术指导和健康咨询活动。

7.发挥中医药对体重管理的技术支撑作用。

进一步推广体重管理中医药适宜技术，为各类人群

提供中医体质辨识和包括饮食调养、起居调摄、运动

保健等在内的中医药保健指导服务。研究制定妇

女、儿童青少年肥胖治未病干预指南。

8.倡导健康消费新理念。充分利用体重管理

新技术、新成果，引导健康企业研发体重管理新产

品。加快食品加工营养化转型，合理降低加工食品

中油盐糖的含量。

9.孕产妇体重管理。加强孕产妇体重管理、营

养评价和身体活动指导，提高生殖健康水平。

10.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体重管理。指导各地

扎实做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0~6岁儿童健康管

理项目，按照规范免费为全国城乡 0~6 岁儿童提供

相应健康服务，预防和减少儿童超重和肥胖。

11.学生体重管理。强化父母是儿

童健康教育第一任老师的责任，培养

儿童青少年形成动态测

量身高、体重、腰围

的健康习惯。

12. 职 业

人 群 体 重 管

理。 推 进 机

关企事业单

位健全职

工健康档案，鼓励定期组织职工体检，综合评估体质

状况。加强职工健康教育，培养健康工作方式，开展

争做“职业健康达人”活动等，丰富职工体育健身活

动，提高职工的健康素养和身体素质。

13.老年人体重管理。加强老年人体重管理，

倡导家庭成员积极主动学习老年人体重管理相关健

康知识和技能，提高家庭健康养老水平。

14.完善监测信息互联共享机制，加强数据有

效利用。加强体重状况监测，及时掌握人群体重水

平及相关影响因素变化，指导各地开展重点人群体

重管理。持续高质量开展营养和慢性病相关监测，

加强健康生活方式调查，开展体重管理效果评估。

15.开展体重管理关键技术研究和转化应用。

加强体重变化规律和机体代谢的基础研究。研发体

重管理相关医药及穿戴设备。充分运用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创新体重管理模式。

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
2024年起力争三年左右，实现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显著提升

为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有关工作要求，倡导和推进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全民体重

管理意识和技能，预防和控制超重肥胖，切实推动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制定了《“体重管理年”活

动实施方案》。自2024年起，力争通过三年左右时间，实现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广泛建立，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显著提升，健

康生活方式更加普及，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体重管理良好局面逐渐形成，部分人群体重异常状况得以改善。 据央视

“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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