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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企业健康促进根据WHO 《北京宣言》 “人人享有职

业卫生” 的全球策略 , 其意义在于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劳动

条件和职业生活环境 , 减少和消除职业性及其他有害因素 ,

降低职业病 、 常见病和工作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以及工伤事故

的发生率 ,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 提高职业人群的生活质量和

健康水平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健康促进 , 提高劳动者的健康意识 , 掌握在职业活动中

自我健康保护的知识和技能 , 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

式 , 减少有害因素对健康的损害。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 职业人群占 50%以上 , 职业危害

十分严重 ,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 、 职业病患者累计数量 、 死

亡数量及新发病人数量都居世界首位。我国现有劳动力的健

康状况不容乐观 , 每年因职业病 、 工伤事故导致的直接经济

损失达 800亿元 , 其他职业相关的健康问题也十分突出 , 因

此开展企业健康促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为了探索并建

立适合我国企业的健康促进模式 , 深入开展企业健康教育和

健康促进工作 , 确保每个劳动者都拥有安全卫生的劳动场所

并享有完善的职业卫生服务 , 并为政府制订职业卫生政策和

规划以及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提供依据 , 我们在总结以往工

矿企业健康促进工作的基础上 , 通过对我国各类企业及职业

人群的调研 , 认为我国目前要在继续巩固和发展石油化工 、

机械制造 、 冶金 、 煤炭行业等工矿企业健康促进试点工作的

基础上 , 应尽快扩大健康促进工作范围 , 在医药卫生 、 食品

加工 、 电力 、 电子信息等不同行业开展健康促进工作 , 分类

制定各行业的健康促进规划 、 实施方案以及相应的工作制度

与工作模式。现简要介绍企业健康促进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

问题 , 供同道参考。

1　工作目标

根据 “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 (框架)

(2005～ 2010 年)” 的要求 , 以 “安全—健康—环境” 为中心 ,

积极推进企业健康促进工作 , 把健康促进的工作领域由工矿

企业扩大到各类企业 , 工作内容由有毒有害作业人群扩展为

面向社区和全社会的职业人群。至 2010 年 , 建立各类企业健

康促进管理机构与组织 , 达到 80%;企业环境卫生和职业卫

生等各项指标应达到国家标准;新职工 、 女工 、 接毒接尘工

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的岗前及岗位安全卫生培训率达到 100%;

管理人员和职工的职业安全卫生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 95%和

90%以上;相关健康行为形成率分别达到 90%和 80%;有害

作业人群劳动防护技能掌握率达到 100%。

2　组织管理

在大中型试点企业成立健康促进委员会或健康促进领导

小组 , 由主要领导负责此项工作 , 自上而下建立健康促进网

络。建立专门的健康促进专业队伍 (专兼职人员), 有从事此

项工作的管理及专业干部;建立一系列企业保障健康促进工

作实施的规章制度 (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 防护用品使用制度 、

企业健康促进经费投入保障等);制订企业健康促进工作计

划 , 按照计划的要求开展工作 , 每年进行考核 、 评价等 , 在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和改进实施方案;对企业工

伤及职业危害事故要有应急预案和其他预防性措施。

3　营造保护与促进职工健康的工作环境

3.1　工作环境应保持整洁卫生 , 有利于职工的身体健康 , 没

有明显的异味 、 噪声 、 粉尘等。

3.2　作业场所要设置各种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3.3　要定期监测作业场所中影响健康的物理因素 、 化学因

素 、 生物因素等各类职业危害因素 , 并向职工公布监测结果。

3.4　有毒作业场所要按规定配置防护装置 , 从事有毒有害作

业人员要按照要求配戴防护用品。

企业应积极采取预防性措施 , 避免工伤及职业危害事故

的发生。对职业危害及工伤事故处理应有应急预案 , 并进行

演练 , 保证各类事故得到及时准确的处理。

4　积极开展培训教育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 、 内容丰富的培训教育活动 , 充分利用讲

座 、 研讨 、 宣传栏 、 宣传手册 、 图书 、 刊物 、 影像材料等手

段对职工进行培训教育 , 并建立完整的健康促进档案 (包括

培训内容 、 参加人员 、 考核情况 、 图片资料等)。

4.1　新职工 (包括临时工 、 外来民工)上岗前要经过职业安

全卫生培训 , 职业危害告知 , 掌握劳动防护知识与技能;企

业管理人员及一般岗位员工应知晓相关企业存在的职业危害

因素及防护措施;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人员应经过专门的培

训考试。

4.2　在职职工定期接受职业安全卫生培训 , 有害作业岗位员

工须每年接受职业安全卫生知识与专业技能训练 , 员工岗位变

换时应接受相关的培训 ,企业内一般员工都应了解健康相关知

识 、有关法律法规 、职业危害知识 、劳动防护知识与技能 。

5　健康教育内容

(1)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标准的宣传贯彻 , 如 《职

业病防治法》 《安全生产法》 等;(2)一般性保健知识 , 如膳

食 、 起居及心态平衡的保持等;(3)与工作相关的健康知识 ,

如职业危害因素及预防对策;(4)车间工作流程及岗位操作

规程 , 有关的规章制度及如何避免意外中毒或伤害等;(5)

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及各个岗位的劳动防护措施 , 职业安全卫

生事故的防范和应急处理等;(6)慢性病的预防 (脂肪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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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 、 高血压 、 颈椎病 、 女工乳腺疾病 、 眼部疾病 、

神经系统疾病 、 生殖健康等); (7)重大或常见传染病

(AIDS 、 SARS 、 乙肝 、 肠道传染病等)防治知识;(8)职业心

理紧张与心理疾病的预防。

6　为职工提供健康咨询 、 健康检查 , 建立健康监护档案

6.1　建立职工医疗档案 , 为工伤 、 职业病及与工作相关疾病

提供治疗与康复服务 , 减轻不良后果。

6.2　为职工提供医疗保险 , 使每位职工得到及时的医疗卫生

服务。

6.3　职工上岗前或离岗时须进行健康检查 ,有害作业人员在岗

期间根据作业性质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 一般作业员工应根据实

际情况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建立健康监护档案。

6.4　建立个体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档案 ,对员工防护用品的发放

和使用情况进行登记 、监督和检查(制度、培训和使用情况)。

6.5　企业要设立健康咨询人员或咨询电话 , 为职工提出的健

康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企业应在广泛促进职工健康的基础上 , 有重点地加强对

特殊人群的健康促进 , 如做好女职工 “五期” 保健 、 有毒有

害作业工人的保健以及其他特殊岗位员工的保健。

7　关于其他相关的附加项目

为职工提供健康相关活动 , 如为职工提供健身娱乐场所 ,

开展体育竞赛与野外活动;对工作场所开展职业安全卫生评

价 , 减少职业危害因素对健康的损害;与相关行业开展合作

和学术交流活动 , 开展职业健康促进新思路及干预措施的研

究与探索;建立企业健康促进信息平台 , 使职工随时随地可

得到健康相关知识与技能。这些项目也能很好地体现企业健

康促进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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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为加大对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力度 , 加强对职

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 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健康

权益 , 促进我国经济全面 、 协调 、 可持续发展 , 值此

《职业病防治法》 实施 2 周年之际 , 本期特邀 2 篇专稿 ,

从多角度 、 全方位分析了当前职业病防治工作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 , 深刻阐述了如何建立和完善职业病防治的长

效管理机制 , 深入探讨了当前形势下建立适合我国企业

健康促进模式的实施要点。 文章起点高 , 立意新 , 论述

扼要 、 精辟。广大读者阅后如能有所感悟 , 亦算是作

者 、 编者莫大的欣慰吧!

·消　息·
　　关于吴执中职业医学奖励基金第三次评奖征文通知

经吴执中职业医学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常务会议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办公会议联席会议决

定 , 将于 2004年第四季度进行第三次吴执中职业医学奖评选活动。现将基金评奖征稿及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征文范围和要求　(1)职业卫生学科的研究论文和职业病防治及职业卫生服务取得显著成绩的工作总结。 (2)研究论

文的内容为:①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领域重大防治技术的研究;②职业流行病学调查;③职业危害因素致健康损害的机制及毒理

学研究;④预防与控制职业危害的技术措施研究;⑤改善劳动强度及人类工效学的研究;⑥其他相关的职业卫生领域的研究。

2　征稿要求　(1)科研论文:自 2001 年以来在国内外杂志上已发表的研究论文。待发表论文需有一名副高级以上职称的

人员推荐。论文应注意科学性 、 先进性 、 实用性及社会效益。(2)论文性工作总结:自 2001 年以来在职业卫生科研 、 教育 、 管

理 、 服务以及科技开发第一线做出突出成绩的工作人员 , 可以论文形式写出工作总结 , 并附上所在单位的推荐信。

征文稿件全文限5 000字以内 , 摘要 800 字以内。论文一式 5 份打印稿并附软盘。来稿请注明作者 、 作者单位 、 单位地址及

邮政编码。征文稿件必须有第一作者单位出具同意参加吴执中职业医学奖励基金评奖的证明信 , 并由单位领导签字和加盖单位

公章。另请附上第一作者年龄和技术职称。征文截稿日期为 2004 年 8月 31 日 (以发稿邮戳日为准)。

3　奖励等级　一等奖 1 名 , 奖励5 000元;二等奖 2 名 , 奖金2 000元;三等奖 10名 , 奖金1 000元。评选结果将在第八次全

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术会议上公布并颁奖。

征文请寄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科技业务处张爽收;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纬路 29 号;邮政编

码:100050;电话:(010)83132901;传真:(010)83132901;E-mail:zsll77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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