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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中山生活过的人，都会对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行动留下深刻印象，它改变了中山的市

容市貌，也改变了中山市民的许多观念意识，为中山成为宜居城市

奠定了基础。

中山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始于 1990 年。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

1992 年成为全国 250 多个地级市中的十佳卫生城市之一，第二步是

争取在 1995 年再上新台阶，成为国家卫生城市。

1991 年底，中山市成立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领导小组和城市管

理委员会，与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三个

机构的办公室合署办公，组成了中山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组织领

导和指挥体系。各区（街道）办事处也相应成立了机构，形成了“创

建”、城管、“爱卫”的网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 1992 年 12

月 22 日，中山被评为“全国地级市十佳卫生城市”，这标志着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真正进入了攻坚克难的第二阶段。其实在当年的第一

季度，各项战略性布局已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大大提高了市民的卫生意识。到 1994 年

上半年，中山已兴建了 300 多座垃圾屋，这些垃圾屋取代了过去臭

气熏天的垃圾桶。居民们习惯了在规定时间内倒垃圾，而且自行先

用垃圾袋封装好。市民对城市环境卫生的关心已上升到了“中山是

我家”的高度，大家勇于对不文明现象说不。中山市还先后制订了

“门前三包”责任制、垃圾清运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退商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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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等 20 多个规章制度，使城市管理逐步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1994 年 11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在中山市召开了“南粤杯”和“岭南杯”

竞赛暨整治城镇脏、乱、差现场会，中山市喜捧双杯，省长朱森林

在大会上高度评价中山市的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

为全省树立了榜样。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目的在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市民素质，

最终达到提升生活水平之效，因此，城市设施建设是基础，也是硬

条件。自开展“创建”活动以来，中山市投入了 20.26 亿元进行城

市环境卫生的硬件建设，包括城市道路建设、污水河涌整治、垃圾

粪便无害化处理、“公厕改革”、城市绿化建设、城市供水、环境

保护、窗口单位文明建设等。

1995 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11 月 28 日至 30 日，按照《国家卫

生城市检查考核标准实施细则》的要求，全国爱卫会派出的考核鉴

定组对中山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进行了考核鉴定。考核鉴定组

组长、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玉良在检查中盛赞

中山在许多方面可以和新加坡媲美。

（本文改编自黄春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中山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次全民总动员》）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检查组的专家在延龄市场检查食品卫生情况（黄春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