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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卫生管理·

贯彻 《职业病防治法 》 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几点思考
曹婉娟

(绍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浙江 绍兴　312071)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的要求。

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 , 是实现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 进一步深入贯彻实施 《职业病防

治法》 ,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

内容。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施 5年多

来 , 在各级政府的重视领导下 , 相关职能部门能深刻领会贯

彻实施 《职业病防治法》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全面有效地开

展职业病防治的各项工作 , 基本摸清辖区范围内存在的主要

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基本情况。通过 《职业

病防治法》 的宣贯培训 、 调查摸底 、 监督指导 、 技术服务和

专项整治 , 各地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然而 ,

一些企业职业病防护措施不到位 , 管理制度不落实 , 未开展

劳动者上岗前 、 在岗期间及离岗后的职业健康体检 , 劳动时

间长 、 劳动条件差等等 , 这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平 、 公正 ,

不仅导致劳资关系的紧张 , 不利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 而且

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

如果 《职业病防治法》 未能在企业贯彻实施到位 , 劳动

者的健康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 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和谐劳

动关系。劳动关系的不和谐 , 最终必将影响和损害经济的健

康发展。因此 , 深入贯彻 、 实施 《职业病防治法》 , 保障劳动

者的健康权益 ,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 已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进程中值得高度关注的课题。加强法制建设 , 规范企业劳

动用工行为 , 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 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为此 , 笔者就进一步贯彻实施好 《职业病防治法》 , 从政府管

理部门 、 监督执法部门 、 职业卫生技术部门 、 企业单位 (用

人单位)等四个层面思考 , 提出以下建议。

1　对政府部门的建议

1.1　各级政府要结合实际制订职业病防治工作规划 , 在下达

经济发展指标的同时 , 明确职业病防治工作目标。要把职业

病防治工作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 使职业病防

治工作一级抓一级 , 层层抓落实 , 依法实施行政责任追究制

和行政执法稽查制。

1.2　进一步明确和落实相关部门职责。政府各有关部门须分

别明确并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职责 , 要使各有关部门既

各司其职 , 责任到位 , 又加强协调 , 齐抓共管 , 形成合力。

要严格控制职业病危害较重 , 环境污染较大的新项目。新闻

媒体要加大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力度 , 增强社会舆论的

监督 , 促进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落实。

1.3　加大科技投入 , 保障必要经费。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应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 , 引进职业病防治的先进技术 、 先

进仪器 , 加强职业卫生的科研工作 。对投入款项可实施项目

管理 , 奖励先进的科研成果 , 提高职业卫生技术水平 。同时 ,

保障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和监督执法的经费 , 保证开展职业病

防治工作的需要。

2　对监督执法部门的建议

2.1　加大监督执法力度。执法重心要下移 , 要充实基层监督

执法力量 , 落实执法责任制 , 做到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法

为民所执 , 权为民所用 , 督促企业依法经营 、 依法用工 、 规

范管理 , 保护广大劳动者健康权益。

2.2　实施综合治理 , 分类指导。要抓预防 、 抓重点 , 对重点

地区 、 重点行业 、 重点危害场所 , 有计划 、 有步骤 、 有成效

地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依法有效实施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

设施与主体工程 “三同时” , 从源头上预防控制职业病危害。

2.3　积极探索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职业卫生监管模式。我国

工业企业中 , 中小企业占到 90%以上 , 已成为拉动经济的新

增长点。要大力倡导运用和推广适宜中小企业的职业病危害

防治技术 , 不断总结职业病危害治理经验 , 提供职业卫生防

护指南 , 提高劳动生产率;选择不同行业 、 不同类型 、 不同

规模的企业进行职业卫生管理试点 , 因企制宜 , 开拓创新 ,

积极探索职业卫生管理新模式;对职业病危害严重的重点行

业 、 重点企业 、 重点人群加强监管。

3　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部门的建议

3.1　加快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人才培养。采用 “走出去 、 请

进来” 等多方式多渠道引才用才 , 选派专业技术人员进修 、

培训 , 加大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 , 不断提高专

业技术水平 、 技术服务质量 , 尽快改变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

及企业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

3.2　配备和更新必要的先进设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需要有

足够的仪器设备才能正常开展有毒有害物的检测与评价 、 中

毒事故调查 、 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等工作 , 要做好政

府参谋 , 争取财政经费支持 , 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坚实的

技术支撑。

3.3　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职业卫生技术部门在加强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 、 规范标准的学习和应用的同时 ,

要学习研究新技术 、 加大科研力度 , 掌握先进的新方法 , 使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在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 ,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

4　对企业单位的建议

4.1　强化企业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主体意识。 《职业病防治

法》 能否真正有效地贯彻实施 , 关键在企业。企业应牢固确

立依法经营 、 依法用工 、 依法管理的观念 , 自觉增强法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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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强化企业的法人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

识。要健全并落实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 劳动保护措施 , 积极

进行技术改造 , 改善劳动环境 , 及时消除职业病危害的隐患 ,

做到防范到位 , 保护得法 ,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健康。

4.2　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要积极运用先进的新技术 、 新工

艺 、 新材料 , 提倡采用无毒替代有毒 , 低毒替代高毒 , 有计

划地限制使用或者淘汰危害严重的技术 、 工艺 、 材料 , 从根

本上减少和消除职业病危害。依法做好职业病危害评价及检

测工作 , 掌握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 落实通风 、 除尘 、 排

毒 、 降噪等各项预防措施 , 从源头上控制职业病危害 , 真正

地把职业病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4.3　建立并实施职业健康检查制度。依法开展对从事职业病

危害因素工人进行上岗前 、 在岗期间和离岗后的职业健康检

查 , 做到早发现 、 早治疗 、 早调离 , 并建立健康监护档案。

同时 , 要加强对作业工人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培训 , 不断增强

个人防护意识 , 落实个人防护措施。

　　收稿日期:2007-05-08;修回日期:2007-11-21

重庆市乡镇企业职业病危害的调查及对策

黄昭维 , 刘江风 , 彭中全 , 杨福成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 重庆　400060)

　　随着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实施 , 职业卫生工作越来越引

起广大就业者的重视 。但在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 , 就业

相对较困难的情况下 , 业主和就业者对保护身体健康的意识

显得十分淡薄。为此我们对 3个不同作业特色的乡镇企业进

行了初步调查 , 并进行分析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意见。

1　基本情况

1.1　某镇工业纺织城

该镇总人口为 2.8万人 , 有大小各类纺织企业 460余家 ,

每家企业的就业人员为 2 ～ 100人不等。共有各种类型及型号

的织布机 1.8万台 , 其中约 90%为国营企业或沿海东部地区

已经淘汰的机器。在该纺织城内的就业人员为 1.6万人 , 其

中外来打工人员占 1/2, 在外来打工者中有 2 000余人为重庆

市内国营纺织企业的下岗职工。该纺织城始建于上世纪 90年

代 , 年产值达到 10亿元人民币以上 , 2003年达到 16亿元。

年税收 1 200多万元 , 是该镇的主要支柱产业。近 10年来 , 这

460余家纺织企业一直没有纳入职业卫生管理 , 未进行过招收

新工人的上岗前体检 、 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病体检和离岗时

的体检。当地的卫生监督机构没有进行职业卫生的监督检查 ,

也没有进行过作业环境的职业卫生有毒有害检测。工人在操

作时 , 没有戴耳塞等防护用品。由于工作环境恶劣 , 就业人

员不断减少。 到目前为止 , 已经形成招不到工人 , 而逐渐进

入萎缩状态。再加上流通环境的影响 , 当地的经济已经开始

下滑。在工业纺织城中 , 当地镇政府对企业工人的劳动保护 、

设备改造以及定期监测和就业者的定期职业病体检等内容均

未督促进行 。经对部分作业现场进行监测 , 噪声强度为 104

dB(A), 外环境及居住区内的噪声强度也达到 84 dB(A),

均明显高于国家标准。一旦出现群体性外来工的职业病损害

(主要为噪声性耳聋), 将可能导致省际间的劳动赔偿争议 ,

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1.2　某皮鞋城

该皮鞋城始建于上世纪 90年代。现拥有鞋业生产和经营

企业 2 300多家 , 年产皮鞋 5 000万双 , 年产值 30亿元。 其产

品销往国内 28个省 、 市 、 自治区以及俄罗斯 、 乌克兰 、 欧盟

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 已成为全国十大皮鞋生产基地之一。

该皮鞋城内有从业人员 5万余人。 80%为外来打工者。为促

进经济发展 , 当地政府制定了一些引进项目的优惠政策 , 其

中之一就是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在没有获得县级主要领导的批

准不准进入这些企业检查工作。这些企业新招收工人时从未

进行过上岗前体检 , 就业期间也未进行过在岗期间的定期职

业病体检和离岗时的体检。作业环境从未进行过有毒有害物

质的现场监测。工人作业时没有戴防毒口罩。常出现工人患

病后自己到医院就诊才发现患有职业病 , 并由此导致的争议

经常发生。虽经媒体多次曝光 , 仍未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

视。

1.3　某区皮鞋一条街

该皮鞋一条街位于重庆主城区内 , 目前有皮鞋生产及配

套经营企业 200余家 , 就业人员 3万余人 , 几乎都为前店后

厂的作坊式生产 , 年税收 200万元左右。这些企业从未进行

新招收工人的上岗前体检 、 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病体检和离

岗时的体检。作业环境从未进行过有毒有害物质的现场监测。

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 , 这些企业已经逐渐萎缩 , 但就业人员

的职业病发病数仍在不断增加 , 职业病保障方面的劳动争议

经常发生。由于这里的就业人员多为城市里的下岗再就业人

员 , 患病后基本医疗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 经常到当地政府上

访 , 已经成为该区的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

2　对策

本次调查了 3个乡镇企业的职业卫生现状 , 一个以纺织

业为主要产业 , 另外两个以皮革 、 皮鞋生产为主。在以纺织

业为主的纺织城中 , 所用设备都为过时的淘汰设备 , 运行时

噪声大 , 所生产的产品质量也相对较差 , 而最主要的问题是

企业管理层职业卫生防护意识淡薄 , 对就业人群的个人防护

缺乏基本的认识 , 使作业人员长期在有严重职业危害的环境

中生产 ,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 , 发生职业病的可能性是肯定

存在的。皮鞋行业的职业病危害也十分严重 , 到目前为止 ,

重庆皮鞋行业每年患职业性苯中毒达上百人 , 大部分为苯白

血病和再生障碍性贫血 , 出现白细胞减少的人数则更多。

为了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 对企业实行标准化管理是十分

必要的。乡镇企业要健康发展 , 必须从源头上抓起。从选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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