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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适应爱卫工作面
临的新形势，目前，我国对原国家
卫生城镇评审管理办法和相关标
准进行了修订，形成《国家卫生城
镇评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和《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
生县标准》《国家卫生乡镇标准》
（以下统称《标准》）。

市爱卫办工作人员介绍，修
订相关标准，是为了提升国家卫
生城市创建管理的精细化、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服务疫情防控常
态化工作，助力健康中国创建。。

《办法》修订：3年内
随机抽查复审

《办法》修订坚持为民创卫、
科学创卫，围绕健康中国建设，推
进基层减负，引导各地主动创卫、
积极创卫，全面打造优良健康环
境，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

一是优化创建申报范围，国
家卫生城市申报范围调整为地级
行政区和直辖市所辖区（不含所
辖县和自治县），国家卫生县申报
范围包括县、县级市、旗等，国家
卫生乡镇申报范围为县（市）建成
区之外的乡镇。二是完善分级管
理，明确国家卫生城市由全国爱
卫办组织评审，国家卫生县和国

家卫生乡镇由全国爱卫会委托
各省级爱卫会组织评审，

全国爱卫办抽查确认。
三是简化评审流程，

将原来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的资料评
审、暗访、技术评
估 、综 合 评 审 、
社 会 公 示 5 个
程序简化为线
上 评 估 、现 场
评 估 和 社 会 公
示等 3 个程序。
四是删除创卫必
备 条 件 ，将 原 办

法中要求的必备条
件改为计分衡量，不

再实行一票否决。五是完善长效
监管机制，将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由 3 年固定时间段复审调整为在
命名后的 3年内随机抽查复审，国
家卫生县和国家卫生乡镇复审由
省级爱卫会参照国家要求开展，
国家按比例随机抽查。

《标准》修订：增加重
点场所卫生防疫要求

《标准》修订围绕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推进补齐公共卫
生短板，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
和创建标准的延续性、可操作性，
聚焦疾病防控、人居环境改善、饮
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
设施建设等，引导各地全面改善
环境卫生状况，提升群众健康素
养水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一是强化传染病防控相关要
求，增加农贸市场、学校等重点场
所和冷链设施等的卫生防疫要
求，倡导“公勺公筷”“分餐制”等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预防控
制重大传染病可能产生的公共危
害。二是将县和城市纳入同一标
准体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
镇化建设加快，大部分县城已经
发展为县域内的社会、经济、文化
等中心，和城市区别不大，因此将
城市标准适用于县创建。三是助
力健康中国行动实施，在标准中
增加了防控青少年近视和肥胖、
老年健康、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配置使用等健康中国行动 15
项专项行动工作指标要求。四是
优化部分指标和标准内容表述，
结合实际情况、经济社会发展和
可操作性，删除了不便于实际工
作考核的宽泛表述和个别指标，
调增了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城市
管理信息化覆盖率等指标要求。

工作人员表示，“新标准”为
全市的爱卫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我市要在卫生城市常态化、疫情
防疫常态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水平。

相关条件、复审时间等有变——

解读创卫标准新变化
朱卫健

2月 8日，全国爱卫会发出了 2021年度国家卫生城镇复审结果
的通报，我市榜上有名，再次保住了“国家卫生城市”这块金字招牌。

2009年我市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2013年、2017年先后高
分通过国家第一次、第二次复审。多年来，我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市
民素质明显提高，国家卫生城市形象持续提升。

此次国卫复审工作于2020年3月启动，受疫情影响，其时间跨度延
长、难度加大。为了赢得卫冕战，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杨胜跃副
市长牵头协调指挥；城市各区全民参与，打造亮点；各级各部门严格对照
标准，落实责任，保证了各项迎复审工作得到全面落实。

本期健康周刊带读者回看近年全市爱国卫生工作，并为您解读评
审的相关变化，呼吁全体株洲人珍惜这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以身
作则，提升国卫水平，将“国家卫生城市”的招牌擦得更亮。

国家卫生城市不仅是牌子是面子，更要凸显对人民健康、
生命的守护。

落实重大传染病防治规划。实现市、县、乡、村传染病及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点全覆盖，实现了传染病疫情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网络直报100%。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市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响应，实现了确诊病例0死亡、医护人员0感染的目标。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市规范化接种门诊覆盖率达到
88%以上；免疫规划信息系统运行覆盖率 100%；临床用血
100%来自无偿自愿献血；认真贯彻落实《精神卫生法》，有效管
理易肇事肇祸患者；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从
2019 年到 2022 年 1月，我市连续 30 多个月保持孕产妇死亡率
为零；积极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在全省率先实现
全覆盖的死因监测和肿瘤随访登记工作。

病媒生物防制常态化。率先在省内将公共区域的“四害”杀
灭工作纳入市场化运作，公共区域除害经费由市、区财政负责，
预算达每年 200万元。针对“四害”等病媒生物生活习性，加大
环境中的各类积水、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垃圾中转站、公厕等
综合整治，消除卫生死角。

去年 10月，我市顺利通过国家对蚊、蝇、蜚
蠊“三项达标”工作，实现了由 C 级达标到
B 级的跃升。这一跃升在全省都是史
无前例。

创卫为了人民，创卫为了健
康，创卫为了幸福……在“国家
卫生城市”金字招牌带动下，株
洲全域爱卫工作实现跨越式
发展。全市共创建国家卫生县
城 4 个、省级卫生镇 5 个、省
级文明卫生单位 296 个、市
级文明卫生单位 151个、省级
卫生村101个、市级卫生村178
个、市级卫生镇 17个。可以预
料的是，未来这一卫生矩阵将
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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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卫生、美丽、幸福的城市，一定
有与之匹配的“硬件”。为此，近年我市不
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骨架格
局不断提升。

2018年以来，我市共实施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600余个，完成投资500多亿元。

神农大道 A 段、龙洲路、枫溪大道拓
宽改造等一批项目顺利竣工；莲株高速、
湘江大道一期、东城大道、航空大道、千
亿大道、洞株路等竣工通车；北环路 D段、

云龙大道快速化改造、响石广场改造等
项目顺利竣工通车……

城市供水、供气、污水设施建设不断
优化，管理不断升级。全面开展湘江保护
和治理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水
污染防治项目 42 个，建成河西污水处理
厂二期，完成城市黑臭水体整治项目 18
个，规范化整治 8个工业园区工业污水处
理设施。新建改造城市供水管网 40公里、
燃气管网 125公里。

对“国家卫生城市”来说，“硬件”是
基石，管理和经营才是生命。

高位推动，爱卫组织管理坚强有力。
市委、市政府将爱国卫生工作列入市、区
两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和全市国民经济社
会“十三五”发展规划，出台了《市爱国卫
生管理办法》《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
办法》等地方性爱卫规范性文件。

严格全市爱卫工作目标责任管理，每
年将爱卫工作纳入市绩效考核范畴，每月
对城区爱卫工作进行考核评比。健全爱卫
会组织，市爱卫会主任由市长担任，成员由
42个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市编办
批复同意在市卫健委单设爱卫工作科（市
爱卫办），各县市区设有爱卫办（股），爱卫
工作经费部分纳入财政预算，各乡镇、街
道、社区均有专兼职爱卫工作人员。

精细建管，城市品质提升。推动城区

“厕所革命”，全面完成城区新建、改造社
会开放公厕各 200 座，创新“厕所+幸福”
驿站模式，提供基础功能的同时，突出 8
大便民服务功能和便民商业功能；新增
公共停车泊位 2050 个，建立人行道违章
停车处罚系统。绿化亮化美丽株洲，开展

“城市绿荫”三年行动。
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理。建成垃圾填

埋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厂各 1座。启动
株洲市新建固体废物填埋场、垃圾焚烧
发电厂二期项目建设。

信息化提升市容环境秩序，规范管
理农贸市场。目前，全市有 41个农贸市场
全部达到《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
范》；督促商户亮证经营、做好三防措施，
熟食区商户安装推拉防护玻璃，产品加
装冰柜或者防护罩来保鲜、隔离蚊蝇。

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
不可持续，新时代的工业新城，还要是一
座健康、环保、生态、宜居的卫生之城。

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推进清水塘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关停污染企业 1670 多
家、畜禽养殖场 1550 多家，钢铁、烟花鞭
炮过剩产能全部退出。另一方面，打造形
成具有株洲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我市大力开展
“四战两行动”（蓝天保卫战、碧水攻坚
战、净土持久战、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攻坚战、国土绿化行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在“控尘、控车、控排、控烧、
控煤”等方面求实效。全面实施河长制，
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全面建立。开
展清水湖等 7个片区土壤治理。全面建成
并运行的县级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厂 12
座、乡镇污水处理厂 22座、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设施项目 8个，城市黑臭水体整治项
目 19个。湘江水质由Ⅲ类提升为Ⅱ类。连
续 12年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事故。

创建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长此以往的坚持。为此，株洲发挥
监管“鞭策棒”作用。

强化日常执法监管，实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强化学校卫生管理，大力开展学校青少年近视防控、饮用水
卫生、护苗行动、学校综合评价等专项工作；强化职业病防治，
全市三年未发生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

保障食品和饮用水安全。开展食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全市近 3年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对市场经营主体资
质情况、市场卫生状况、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进货渠道等进
行了检查。开展校园“护苗”行动，对学校校园和周边食品安全
开展专项整治。开展“护工”行动，对工地食堂开展专项整治。在
大型餐饮企业、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食堂、养老
机构食堂开展量化评级“灭 C”行动。

“国家卫生城市”来之不易，饱含着多年
来株洲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是株洲人民最

引以为豪的城市名片。为了守护这块金字招
牌，近年来株洲爱卫工作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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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管理 城市品质提升

守住青山绿水 实现工业新城逆袭

用好监管“鞭策棒”
确保“卫生”更长久

提升能力建设 守护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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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金字招牌，做强爱卫矩阵
朱洁 齐新明 谭德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