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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张武政　郭宗宣　董保林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 , 国有 、 三资和乡镇企业发展

迅速 , 职业有害因素不断增加 , 职业病防治任务愈来愈重。

由于企业管理和经营机制的重大变化 , 以及经营困难的现状 ,

使职防工作的开展出现了难度越来越大的局面。如何在新的

形势下开展职防工作 , 笔者根据近年来的工作实践 , 总结出

以下做法和体会。

1　领导重视是搞好职防工作的关键

职防工作是涉及面广的社会系统工程 , 没有各级领导的

重视 , 仅靠我们职防人员的努力是不够的。 开发领导层 , 赢

得他们的重视与支持非常关键。我们的做法是摸清底子 , 掌

握危害现状 , 及时而系统地汇报。 为改变以往那种职防工作

重点不突出 , 被动应付的局面 , 我们根据本辖区企业的产业

特点和行业分布情况 , 重点对煤炭 、 冶金 、 机械 、 纺织 、 建

材 、 化工 、 医药 、 水电 、 城建等11 个工业系统的 36 家大中型

企业开展了有害因素及职业病发病情况调查 , 共发现各种职

业危害因素 56 种 , 其中粉尘 14 种 、 毒物 36 种 、 物理因素 6

种 , 调查职工94 541人 , 其中有害作业42 478人 , 占调查总数

的 45%, 占生产工人总数59 682的 71%。在掌握大量一手资

料后 , 将辖区职业危害因素的种类 、 分布特点及对职工健康

产生的危害写成调查报告 , 及时向市委 、 市人大 、 市政府有

关领导作了专题汇报 , 引起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 , 并于 1995

年以市政府名义批准并发布了 《平顶山市劳动卫生监督与职

业病防治管理办法》 , 为全面开展我市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了

地方性政策依据 ,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加强宣传是搞好职防工作的保证

职防工作社会性和政策性都很强 , 搞好这项工作需要领

导者重视 、 管理者精心组织 、 当事者积极参与。要达此目的 ,

必须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 , 普及职防知识 , 提高全社会的卫

生防病意识。同时也只有通过宣传教育 , 把国家的政策交给

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 , 才能使企业领导认识到职防工作与提

高效益 、 发展经济相统一的关系 , 才能使职工认识职业危害 ,

从切身利益出发 , 自觉产生搞好职防工作的需求。只有在劳

动者有愿望 、 有要求 , 管理者认可 、 支持 、 配合的情况下 ,

我们职防部门的职责方好履行。实践中 , 我们利用一切可利

用的阵地 , 采取多种形式 , 不断加强职业病防治的宣传教育

工作。几年来 , 我们共组织宣传咨询活动 20 余次 , 散发宣传

材料5 000余份 , 召开企业有关人员座谈会 10 余次 , 先后在本

地大众传播媒介发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文章 50 余篇 , 从而使

宣传工作对搞好职业病防治起到了推动作用。

3　形成网络是搞好职防工作的基本条件

作者单位:467000　平顶山市职业病防治所

　　搞好区域性职业病防治工作 , 仅靠市级职防机构自身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 , 建立并形成市 、 县 、 企业职业病防治网络

的专业化 、 一体化是搞好职防工作的基本条件。 我们努力建

立并初步形成了以市职业病防治所为指导中心 , 县 (市)、 区

卫生防疫站 (劳动卫生科)、 大型厂矿企业劳研所或相关科室

相互配合的三级职防网络。按照有关规章和文件的规定明确

各级职防机构和企业有关部门的职责和任务 , 在狠抓机构和

人员落实的基础上 , 市职防所积极帮助下级机构协调关系 ,

加强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 , 并主动帮助培训技术人员 , 开展

职业病防治工作。由于三级职防网络的联动作用 , 促使职业

病防治齐抓共管的局面逐步形成。

4　提高素质 、 强化管理是搞好职防工作的重要措施

职防工作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来源于严格科学的内部管理

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作为市级职防机构既承担一定的监督职

能 , 同时更多的是服务职能 , 如何在三级预防上发挥作用 ,

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因此 , 我们把强化内部管理 、 搞好内涵建设当做头等大事来

抓。一是改革人事制度 , 全面实行以定岗位 、 定人员 、 定职

责等岗位责任制为基础的聘任制;二是改革分配制度 , 实行

效益工资制。个人所得同工作成效挂钩 , 多劳多得 、 按劳取

酬 , 使干工作者得到合理报酬;三是建立并逐步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并狠抓落实;四是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 , 不断提

高业务技能;五是加强硬件建设 , 不断添置和更新仪器设备。

近年来我们先后投资 150 万元添置了 500mAX 线机 、 肺功能

仪 、 电测听 、 高仟伏 X线体检车 、 气相色谱仪等先进设备 30

余台 (件), 使服务社会 、 服务职工的能力逐年提高。

5　优质服务 、 主动进取是搞好职防工作的根本出路

由于企业处于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转轨期 , 遇到

的暂时困难比较多 , 企业主动找职防部门为其提供服务是不

大可能的。开展职防工作的根本出路在于自身的主动努力 ,

并以优质服务赢得企业的信赖。近年来 , 我们始终坚持社会

效益第一 、 监督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 采取了优质服务措施。

一是实行上门服务。为了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秩序 , 对于服

务对象我们不管距离远近 、 单位大小 , 坚持做到自带仪器设

备到生产现场为接尘 、 接毒 、 接噪职工进行健康检查;结合

尘肺病人病程长 、 进展慢 、 不适宜长期住院治疗等特点 , 我

们开设了尘肺家庭病床 , 每周 2 次送医送药到病人家中 , 深

受患者好评。二是实行了跟踪服务。对于流动性较大的施工

单位 , 为了给职工按周期进行健康检查 , 我们不计工作量大

小 , 自带体检车 , 组织技术人员跟踪到施工现场 , 开展健康

监护 , 先后行程5 000多公里 , 体检接害作业职工3 000余人

次。三是实行了系列化服务。在放射卫生监督工作中 , 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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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散漏射线超标等问题 , 我们在及时提出监督整改意见的同

时 , 根据放射防护要求 , 提供放射防护改造服务 , 实现了监

督与整改一次到位 , 受到被监督单位的一致好评。为了强化

服务意识 , 树立自身良好形象 , 先后推出了 “职业病防治服

务十项承诺” 、 廉洁执法 “十要十不准” 、 “企业评职防” 等活

动。主动的精神 、 良好的服务 , 赢得了企业职工和职业病人

的信赖 , 得到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 从而使

工作范围不断扩大 , 职业病防治工作不断深入。

6　通办协作是搞好职防工作的有效途径

在工作中 , 我们十分注意协调同有关部门的关系 , 加强

部门之间的合作。通过不懈的努力 , 在协同执法 、 合作共事

方面与有关部门达成了共识 , 取得了初步成效。 先后同公安

交警部门合作开展了机动车驾驶员体检工作 , 体检人数累计

达 20万人次;与平顶山煤业集团卫生处合作 , 开展了噪声作

业场所监测和接毒 、 接噪声职工的健康检查;与市劳动保护

教育检测中心联合开展了经常性职业卫生监测;与厂矿企业

联合开展了相关的职业卫生和职业性健康检查工作。

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使职业病防治工作逐步走上良性运转

轨道。在预防性卫生监督方面 , 新 、 改 、 扩建项目 “三同时”

审查和竣工验收数由过去的每年 1～ 2 家 , 增加到每年 5 ～ 10

家。预防性卫生监督覆盖率由 30%增加到 80%以上;经常性

职业卫生监测由过去每年 5 ～ 10 家增加到每年 20 家以上 , 经

常性卫生监督覆盖率由 40%提高到 85%以上。有害作业点监

测合格率由1994年的 40%上升为 1997 年的70%以上;由于健

康监护工作逐步走向经常化 、 正规化 , 职业性健康检查人数

由每年3 000人次增加到 1 万人次以上 , 慢性职业病的检出率

逐年降低 , 尘肺病的检出率由 1.8%降到 1.5%以下;由于加

强了职业卫生监督工作 , 急性职业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 连

续 2年全市无急性职业中毒发生。

以上做法和体会仅仅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开展职业病防治

工作的尝试 , 在实际工作中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

们去研究去解决 。从根本上说 , 我们尚缺乏一部强有力的 、

可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 《职业病防治法》。

(收稿:1998-06-10　修回:1998-08-17)

多媒体石油化工健康监护计算机管理系统的研制与应用效果

王如刚　杨　杰

　　石油化工行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多种职业性有害因素 ,

仅化学毒物就多达 400 余种 , 因此 , 做好职工劳动保护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以往对健康监护工作中有关现场调查 、 环境

监测和职工体检等多种数据 , 多采用人工划记方法进行统计 ,

不仅浪费人力物力 、 错误率较高 、 数据准确性差 , 而且统计

种类和内容受到限制 , 不易进行汇总 、 分析 , 从中找到剂量-

反应关系 , 致使管理工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信息处理高速 、

高效 、 大容量的要求以及信息的有效利用和动态观察及趋势

分析的要求。为此 , 本文研制了 “多媒体石油化工健康监护

计算机管理系统” , 并于 1996 年起在石化各企业联网推广应

用 , 提高了工业卫生管理质量 , 促进石化行业工业卫生职业

病防治工作的科学化 、 规范化 、 标准化。

1　系统设计的目标

满足工业卫生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信息资料的收集 、 存

储 、 加工 、 维护和使用 , 适用于石油化工行业的实际工作需

要 , 并满足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要求 , 及时 、 准确地提供健康

监护的各种信息。

2　研制方法

借鉴国内外计算机管理的先进经验 , 结合企业健康监护

工作的特点 , 应用结构化分析及程序设计方法 , 利用数据处

理技术 , 分层次进行研制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 , 注重系统分

析 、 设计和软件测试 , 最大限度地满足业务和管理人员的使

用要求 , 尽可能地减少处理步骤 , 程序设计力求文档规范 、

作者单位:100020　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王如
刚), 中国石化金陵石油化工公司安全环保部 (杨杰)

嵌套明快 、 易于读写 , 建立与上级部门的数据交换功能 , 实

现计算机联网操作 , 使数据能最大程度共享 , 并充分发挥 MS

foxpro for Windows 数据管理功能 , 提高数据的深加工能力 , 讲

究实用。

3　系统设计 、 内容与功能

3.1　系统的分析和设计

从石油化工健康监护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 , 结合了卫生

部 、 地方政府部门有关职业病防治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 , 对

石化企业的职工健康监护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 , 确立了相应

的数据库内容;根据有关劳动卫生国家标准和实际工作 , 结

合 《石油化工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卫生防疫工作规范》 及

其规定的 “两档” 内容 , 对系统软件各类内容 、 格式 、 进行

了规范化设计;在广度和深度上对该系统功能做了适宜的选

择 , 达到功能完善 、 使用方便;在尽可能采用国际疾病分类

编码 (ICD-9)、 石化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 石化行业工种码等

编码的基础上 , 专门制定了生物监测项目 、 心电图和特殊检

查等 22类代码 , 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整个系统信息存放和处理

环境;在数据库设计中采用了规范化设计 , 减少了冗余量和

数据输入量 , 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采用交互式人机界面 ,

提示明确 , 操作方便 , 并具有一定的判错纠错能力。

3.2　系统功能结构和内容

整个系统共有 8个功能模块 , 用户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以完

成相应的工作。全部数据库向用户开放 , 各数据库之间有层次

结构 , 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 , 结构清晰 、程序设计明快 , 具有

较强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系统功能模块描述如下。

3.2.1　健康档案　主要用于保存和查询职工的体检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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