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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职业卫生服务 , 扩大它的覆盖范围 , 改善其内容和

活动是WHO职业卫生全球战略的一项重要目标;职业卫生培

训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社区是职业卫生培

训教育的重要场所 , 尤其是处于城市边缘的社区 , 流动工人

较为集中 , 且他们往往遭受严重的职业病危害 , 而得不到应

有的社会和劳动保障。因此开展社区职业卫生培训教育 , 可

以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1　社区职业卫生培训的意义

据卫生部有关资料统计 , 目前我国职业病集中的重点人

群有中小企业就业的农村进城务工的流动劳动者和乡镇企业

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村劳动力。 这些人群主要受雇于工艺技术

落后 、 设备简陋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 , 得不到基本职业卫

生服务 , 正遭受着严重的职业病危害。 他们既是我国的劳动

力主体 , 也是无人关注 、 职业卫生问题最严重的 、 职业卫生

工作难以覆盖的重点人群。

社区作为劳动力聚集的环境 , 覆盖大中小企业及从事各

种不同工种 、 不同就业环境的各类劳动者 , 关注健康易得到

广泛的认同。社区环境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感召作用 , 尤其

是农村社区是对从事最繁重工作 、 遭受最严重职业危害人群

开展职业卫生培训教育的最佳切入点。因此推动社区职业卫

生培训是加强职业卫生服务的当务之急 , 针对不同的职业危

害因素对社区不同人群开展培训教育 , 推进职业卫生工作向

社区渗透发展 , 可以有效增进和保障各类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社区职业卫生培训将成为实施WHO “人人享有职业卫生” 的

全球策略的有效途径。

2　社区职业卫生培训的对象与基本内容

社区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 社区居民所从事的工种各不相同 ,

接触的职业危害十分复杂, 社区职业卫生培训应该是多层面的 、

多样性的 , 如利用媒体为居民提供职业健康培训教育 、 健康咨

询, 帮助社区中小型企业及劳动者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职业危害因

素, 组织学习职业病防治的法律、 法规及不同职业危害因素对健

康的损害 、 预防控制措施等。培训的对象 、 内容主要为 (1)宣

传、 动员 、 开发管理层, 使政府积极支持和参与 , 建立长效机

制, 使乡镇、 街道 、 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管理人员热心支持 , 群众

组织 、 民间学会、 社会团体等广泛参与职业卫生工作;(2)专业

人员的培训(培训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师资), 包括县 (区)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 (或职防机构)、 乡镇卫生院、 社区职业卫生服

务机构的职业卫生人员;(3)对社区内中小型企业企业主 、 管理

人员进行法律法规 、 职业危害和劳动保护知识和技能等培训;

(4)对社区内居住的劳动者、 外来劳动力、 外出打工者 、 其他流

动人员(如拾荒人员、 装修人员等)及家庭成员进行培训。

3　社区职业卫生培训的实施及评价

社区职业卫生培训是社区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的主要职能

之一 , 应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参与 , 把职业卫生服务 (培

训教育)作为健康社区的一个评价标准 , 保证经费的投入;

职业卫生培训应纳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规划之中 , 成为

社区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应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监督

管理 , 与初级卫生保健及社区医疗卫生保健相结合 , 和社区

医疗卫生服务相结合 , 建立国家 、 省 (市 、 区)、 地 (市)、

县 (区)、 社区五级职业卫生服务 (培训)体系;社区医疗卫

生机构应当设置职业卫生服务 (培训)职能 , 制定针对所有

居民 、 环境与条件的职业卫生服务 (培训)方案;形成一个

由政府 、 职业卫生组织管理机构 、 街道 、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健中心 、 社区医院等)、 企业 、 志愿者及居民共同参与的

职业卫生培训网络。

评价社区职业卫生培训工作主要看社区内基本职业卫生

服务实施情况 , 如社区是否为劳动者提供有害因素检测 、 评

价 、 健康检查 、 职业健康咨询 , 为职业危害事故受害者及家

庭提供康复 、 咨询和心理疏导;同时对开展职业卫生培训的

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价;对社区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知识的测

试与评价;社区居民对职业卫生的兴趣与参与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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