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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 , 个别企业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 , 职业危害
事故不断发生。在企业中开展职业健康教育有利于职业卫生

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章的贯彻执行 , 减少职业危害事故的发

生 , 保护企业职工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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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 , 党和政府为保护企业职工的身体健康 , 预防

职业危害和事故的发生 , 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

治条例》 、 《乡镇企业劳动卫生管理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 、 法规。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

地方行政法规 、 规章等 , 如 1994 年 6 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布

了 《青岛市劳动安全卫生管理规定》 , 1999 年 10 月 25 日山东

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通过了 《山东

省职业病防治条例》。工人的工作环境切实得到改善 , 职业病

发病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 ,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

个别企业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 , 职业卫生观念淡薄 , 致使职

业危害事故不断发生 , 职工的身体健康很难得到保障。如青

岛某公司 , 车间无任何通风设施 , 1992 年及 1994 年发生 2 起

急性硫化氢中毒事故 , 中毒 10 人 , 死亡 4 人。 1994 年 , 某独

资皮鞋厂的厂领导和工人一起劳动在通风不良的车间中 , 生

产 3个月后 , 厂领导及工人 20 多人因苯中毒住进医院。 1997

年某公司地下室贮存稀料的大罐出现渗漏 , 2名工人到现场维

修 , 由于地下室无通风设施 , 工人无保护用品 , 结果 2 人急

性中毒死亡。

如果这些企业的领导和职工能了解部分职业卫生知识 ,

如果这些企业有基本的卫生防护设施 , 这些职业危害事故也

许可以避免。

　　目前 , 部分企业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差 , 领导和职工缺

乏对职业卫生知识的了解 , 这是发生职业危害事故的主要原

因。如何改变目前的状况 , 执法监督部门在企业中开展职业

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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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 , 在第 13 届世界健康教育大会上 , 104 个国家的

代表在探讨健康教育的学术概念时认为 , 它是研究传播保健

知识和技术 , 影响个体和群体行为 , 预防疾病 , 消除危害因

素的一门科学。职业健康教育在职业卫生中可以有以下几方

面的作用。

(1)职业健康教育能帮助和鼓励人们有获得健康状态的

愿望。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 追求健康状态已成为个人 、

家庭和社会所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规定:

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也规定:劳动者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力。《职业

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对用人单位的用工问题 , 对承担职业健

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行为做了细致的规定 , 确保了

工人的健康权益。工厂在生产过程中 , 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害

因素 , 严格操作规程 , 配套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 做好自我

保护 , 这是获得健康状态的关键。 社会也应该为人们创造正

常的工作条件。

(2)职业健康教育针对职业工人接触的特殊危害因素 ,

制定相应防护措施 , 使他们知道怎样做才可以避免或减少职

业危害。《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是针对有毒

物品这一特殊危害因素制定的 , 对作业场所安全使用有毒物

品 , 预防 、 控制和消除危害做了规定。职业健康教育可结合

该条例制定相应措施 , 以利于条例的实施。

(3)职业健康教育以浅显易懂 、 易于接受的方式 , 使企

业领导和职工掌握职业卫生知识。这样他们会自愿地尽力做

好个人或集体应做的工作 , 确保职业卫生工作的开展。

(4)职业健康教育可多样化 、 形象化 , 使企业领导和工

人了解职业卫生及有关法律法规知识 , 学会如何预防事故的

发生 , 发生事故时如何保护自己及事故后如何运用法律维护

本人权益。

近几年来 , 全国各地已陆续设置健康教育机构 , 其职能

正逐步完善。职业健康教育有利于企业领导 、 职工明确各自

的职业卫生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 有利于职业卫生法律 、 行政

法规 、 规章制度的顺利实施与严格执行 , 应该说是搞好职业

卫生工作的首要措施。 盼望已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 于 2002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 在积极开展普法教育的

同时 , 各企业应紧密结合存在的问题进行职业健康教育 , 减

少职业危害隐患 , 保障工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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