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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介绍
.

多部门参与乡镇企业劳动卫生工作效果评介

浙江省金华县卫生防疫站 ( 32 1。。0 )郑寿贵 蔡祖华 王 巧玉 吴 因南

乡镇工业已成为我国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

然而

乡镇工业职业危害问题 日益突出
,

由此给劳动卫生工

作提出了新的任务
。

为保护劳动者健康
,

针对我县实

际情况
,

我们主动与各有关部门建立横向联系
,

形成

工作网络
,

开展职业卫生服务
,

取得初步成效
。

1 职业卫生 , 理与工作网络组建形式

职业卫生管理和服务涉及到很多部门
,

我县根据

实际工作需要从 1 98 3年起建立了多部门参与的县劳动

安全卫生管理协调组织
,

协调组由分管县长挂帅
,

成

员有劳动
、

乡企
、

环保
、

卫生
、

工会等部门组成
。

乡

镇企业的职业卫生工作在县政府领导
,

县劳动安全卫

生协调组的协调下
,

由乡企局主管
,

卫生部门负责监

督和服务
,

各有关部们配合
。

县卫生防疫站充实业务

力量
,

成为全县乡镇工业职业卫生监督和 服 务 的 中

心
,

乡镇卫生院设立防保组
,

村设有卫 生 室
,

形 成

县
、

乡
、

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
,

共同参与乡镇工业

职业卫生服务工作
。

企业部门形成职业卫生 白身管理

网络
,

乡企局下设生产安全 科
,

一 般 企 业 中 有 专

(兼 ) 职的安全卫生管理人员
,

较大的企 业 中 形 成

厂
、

车间
、

班组三级劳动安全卫生管理 网
。

职工 300

人 以上的企业建立医务室
。

2 协润组内的分工及工作职贵

搞好劳动卫生工作
,

有关部门间的配合很重要
。

我县对各部门的任务进 行分工
:

劳动部门负责劳动保

护
、

安全生产和组织管理等 ; 环保负责工 厂 的 外 环

境
,

分管
“

三废
”

的监测及治理 ; 工会负责教育和全

面的监督 ; 卫生部门分管厂内生产环境
、

健康监护和

预防性卫生审查等 ; 乡企局负责企业职业卫生的管理

工作
。

大家分工明确
,

份内的事各部门自己去抓
,

涉

及到几个部门的工作
,

通过协调解决
。

协调组建立以

来
,

卫生局与有关部门前后 12 次联合下文加强劳动卫

生工作
,

如 19 90年与乡企局联合行文开展职业卫生服

务需求调查
。

在发生职业中毒
、

工伤事故时
,

劳动
、

卫

生
、

乡企等部门更是密切配合
,

妥善处理
.

3 充分发挥协润组作用
,

搞好乡镇工业职业卫 生 服

务工作

3
.

1 制定劳动卫生工作制度 协调组 多次组织 厂 矿

有关人员学习 《尘肺病防治条例 》
、

《乡镇企业劳动卫生

管理办法》 ,

并相应制定本地实施细则
。

防疫站制定

了劳动卫生工作职责
、

监督监测制度
、

职业中毒和职

业病报告及调查制度
、

业务例会制度
,

以及一系列工

作程序
。

并协助 10 0余家厂 矿制定劳动卫生工作制度
。

3
.

2 业务培训与健康教育 提高专业知识是搞 好 职

业卫生服务的重要前提
。

1 98 6年以来
,

县防疫站劳卫人

员参加各类培训班 24 人次
,

参加学术会议 21 人次
,

还

先后参加外语
、

专业 函授学 习
,

提高知识水平
。

同时

抓好基层专业人员的培训
,

仅 1 9 9 0年就举办各类培训

班 14 期
,

共 84 2 人次参加
,

我们还根据乡镇企业领导

和职工对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意向性调查结果
,

有针对

性地开展职业卫生服务的健康教育工作
,

普及工人 的

职业病防治知识
,

提高他们 自我保健能力
。

3
.

3 开展劳动卫生调 查
、

监测
、

体检
,

建立 档 案

1 , 8 3年我们通过协调组对 8 86 家乡镇企业建立 了一厂

一 档
,

1 9 8 6年又开展较全面的乡村工业尘 毒 危 害 调

查
,

全县共抽调 乡企办 干部
、

卫生 院医生 百余人参加

建立健全 乡村工业劳动卫生档案
,

并对 95 家重点厂的

22 2个有害作业点进行监测
,

对 1 7 1 6 名有害作业工 人

进行体检
。

通过县协调组的作用
,

近年我县开展了多

项乡镇企 业方面 的工 作
,

如职业卫生服务如何与农村

P H C 结合
,

职业卫生服务需求调查与对策研究
,

丙

烯酞胺 M A C 标准的研究
,

水泥粉尘治理 最 优 化 方

案等
,

并在省以上杂志发表 了多篇论文
。

3
.

4 树立大卫生观念
,

将职业卫生服务与农村 初 保

结合 我们在试点 乡建立乡村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网
,

实行分线分片工作制
。

卫生 院负责辖区的 社 会 大 卫

生
,

其主要服务内容是社区人群最基本需要获得的13

项医疗保健工作
。

该乡制订 了包括农药中毒报告
、

工伤

及工作有关疾病登记
、

职业病报告管理等八项制度
,

乡

卫生院参与本乡企业的环境监测和健康监护工作
。

3
.

5 开展尘毒治理
,

建立实验观察点
,

探索乡 镇 企

业职业卫生服务模式 几年来
,

我们在企业主 管部门

的支持下
,

选择部分乡镇企业进行尘毒治理
,

及时总

结治理经验在全县推广
。

在某乡镇水泥厂建立实验观

察点
,

探索职业卫生服务模式
,

_

全厂在劳动安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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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医疗保健
、

粉尘自测
、

职工就业前 和 定 期 体

检
、

劳动卫生档案
、

职工健康监护
、

安全卫生知识培

训等方面都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

尤其是粉尘治理
,

我

们从初审抓起
,

该厂整条水泥生产线选用除尘设备 31

台
,

投资40 万元
。

经综合治理后
,

定点测定 36 个作业

点
,

粉尘合格率 7 2
.

2%
,

较治理前提高 16
.

7%
,

粉尘

最高浓度降到
’
4 om g /m , 以下

。

据测算年回收粉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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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原材料价值计算经济效益达 60 万元
,

即生产一年就收回所有除尘设备的投资
。

通过治理不

仅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

更重要的是保护了职工身体

健康
。

经过几年的实践
,

我们体会到多部门参与能使乡

镇企业劳动卫生工作的整体功能得到最佳发挥
。

韶关市尘肺病管理初探

广东省韶关市职业病防治院 ( 5 1 2 0 0 0) 曹永兴 肖全华

历时近二年的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圆

满结束以后
,

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如何加强尘

肺病的管理
。

目前
,

我市接尘人数 已近 6 万人
,

尘肺

病人数已达 6 0 0 0 多例
,

约占全省病人总数的一半
。

近几年 ( 1 9 8了~ 1 9 92年底 ) 的新发病例
、

尘肺晋期病

例和尘肺病死亡人数都比较多
,

与 1 9 8 6年底以前比较

分别占 16
.

6 2%
,

7
.

27 % 和 3 6
.

5 0 %
。

为巩固尘肺流调

成果
,

我们对这些病例的管理进行了一些 有 益 的 探

索
,

以保证尘肺发病资料的延续
、

完整和准确
,

并且

不断地加以总结
、

分析
,

找出其规律性
。

现就我市的

尘肺病管理工作谈几点体会
。

1 加强尘肺病诊断的 , 理

几年来
,

我们加强了对 国家尘肺诊断标准和全国

尘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手册 的认真学习与讨论
,

把尘

肺病诊断列为尘肺病管理的第一个环节
,

切实把好诊

断关
。

在依靠集体力量的同时做到
“

一 坚 持
,

二 登

记
” ,

即坚持诊断资料不齐不予诊断
,

增设
“

新诊断

病例登记
”

和
“

晋期病例更改诊断 登 记
” 。

由 专 人

负责登记
,

详细记录尘肺流调要求填写的项 目
,

并且

对以往个别有遗留项 目的病例有计划地进行追查和补

充
。

这样不但使所有患者资料齐全
,

同时更有利于尘

肺病的管理
。

2 实行尘肺证使用制度

我市于 1 9 9 2年开始首次发放尘肺病例证
,

为使它

能发挥积极作用
,

在发证以前
,

我们进行 了 大 力 宣

传
,

做到家喻户晓 , 同时发证方法灵活
,

注重社会效

益
,

因此工作进展较快
,

仅用半年多时间为全市 13 0

多家单位的 4 65 7名尘肺病人发放了尘肺证
。

我们还特

别强调 了尘肺证的使用
,

对持证来诊者在各方面给子

一定的照顾
,

使来诊者都能主动出示尘肺证
,

更好地

发挥了尘肺证的作用
。

3 加强职业病报告

职业病报告是我们搞好尘肺病管理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环节
,

它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全市职业病的发病信

息
。

工作中我们能做到
“

二快
,

一 勤
” ,

即搜集
、

整

理资料快
,

上报快和勤检查
、

督促
。

与厂矿医务人员

协同工作
,

使职报工作制度化
,

尘肺病例报告卡标准

化
,

发现问题及早纠正
,

使全市的尘肺发病信息更加

及时
、

准确
。

4 及时坟卡
、

归档和上报
,

保证有关信息栩通

由于狠抓了上述三个方面 的工作
,

基本上保证了

我市尘肺发病基础资料的完整
。

然后准确地填写尘肺

病例卡上的18 个项 目
,

实行三查三对
,

做好质量控制

工作
,

最后编码
、

归档
。

对变更诊断及死亡病例则续

填后归档
。

一式三份 汇总上报省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及

存底备查
。

我市尘肺流调工作虽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

但

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

尚有待于我们继续搞好尘肺病

的一系列管理工作
,

降低尘肺发病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