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稳步提升

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 ≥90%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 ≥85%
非医疗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率 ≥90%
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 ≥85%
尘肺病患者集中乡镇康复服务覆盖率 ≥90%
职业卫生违法案件查处率 100%

依托现有医疗资源，省级设立职业病防治院所 100%

省级至少确定一家机构承担粉尘、化学毒物、噪声、辐射等职业
病危害工程防护技术指导工作

设区的市至少确定1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病诊断工作 100%

县区至少确定1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95%

责任编辑：赖杰琦
美术编辑：王 玺
校 对：谭智方

2022年4月28日
星期四

B4
ZHUZHOU DAILY 健康周刊

28823906 B4

4 月 25 日上午，2022 年株洲市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
式在职教城举行。本次活动由株洲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株洲市民政局、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株
洲市医疗保障局和株洲市总工会主
办，株洲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中
心承办。

据悉，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评年度职业健康示范企业（全省
仅 12家），唐明其等 9人获评 2021年
度全省“职业健康达人”称号。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顾晓
芳指出，要正确认识职业病防治工

作的新形势，科学把握职业病防治
工作的新要求，努力实现职业病防
治工作的新作为。她表示，今年宣传
周活动的主题是“一切为了劳动者
健康”，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着力解决劳动者急难愁盼问
题；始终把控制和消除职业病，促进
劳动者健康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共
同参观职业病防治宣传展板，并赶
赴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指导调研健康企业建设，征求企
业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

设计/王玺

呵护劳动者健康，共同筑牢“健康基石”
周定超 邱艳霞

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的决策部署，依据《职业病防治法》和《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职业病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各成员单位制定印发了《国家职业病防治
规划（2021—2025 年）》。《规划》由职业健康
现状和问题、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4个部分组成。

一、职业健康现状和问题
1.“十三五”期间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的

成效：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成效显著，源头治
理力度进一步加大，防治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职业病及危害因素监测范围逐步扩大，救治
救助和工伤保险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职业病
防治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劳动者的职业
健康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2.“十三五”期间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的
形势：新旧职业病危害日益交织叠加，职业病
和工作相关疾病防控难度加大；职业健康管
理和服务人群、领域不断扩展，劳动者日益增
长的职业健康需求与职业健康工作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职业健康监管、技术支
撑和服务保障能力还不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

的新要求；部分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和用人单
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中小微型企业职业
健康管理基础薄弱。

二、总体要求
1.《规划》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实施职业健康保护行动，落实

“防、治、管、教、建”五字策略，强化政府、部
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四方责任，进一步
夯实职业健康工作基础，全面提升职业健康
工作质量和水平。

2.《规划》的总体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坚持突出重点、精准防控；坚持改革
创新、综合施策；坚持依法防治，落实责任。

3.《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到 2025年，职
业健康治理体系更加完善，职业病危害状况
明显好转，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显著改善，劳动
用工和劳动工时管理进一步规范，尘肺病等
重点职业病得到有效控制，职业健康服务能
力和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全社会职业健康意
识显著增强，劳动者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4.《规划》确定的 11项指标：（见制图）

为巩固和深化尘肺病防治攻坚
行动成果，大力推进“十四五”时期
职业病防治工作，保障劳动者职业
健康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职业病危害专
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决定自 2022 年 1月起至 2025
年 12月在全国范围深入开展职业病
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一、深入开展职业病危
害专项治理的背景及意义

深入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
病防治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的具体举
措，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国家
职业病防治规划的迫切需要，是巩
固和深化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成果
的重要措施，是从源头控制和减少
职业病危害，保护广大劳动者职业
健康的有效途径。“十三五”时期，各
地区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先后组织
开展了陶瓷生产、耐火材料制造、汽
车制造、蓄电池生产、水泥生产、矿
山、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领域尘
毒危害专项治理工作，并通过尘肺
病防治攻坚行动，动员各方力量，深
化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引导推动企
业改进生产工艺、完善防护设施，专
项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调查
统计和监测数据显示，10 人以上工
业企业工作场所粉尘、化学毒物、噪
声等危害因素超标问题依然严重，
职业病危害检测、职业健康检查、个
体防护等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依
然突出。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扩
大治理范围，加大治理力度，集中力
量解决工作场所粉尘、化学毒物、噪
声等危害超标问题十分必要。

二、治理范围及目标要求
本次专项治理的范围为：存在

粉尘、化学毒物、噪声危害因素浓
（强）度超标且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
的 工 业 企 业（以 下 简 称“ 治 理 企
业”）。10 人以下工业企业以及其他

行业的专项治理工作由各省份根据
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安排部署。

本次专项治理的工作目标为：
到 2025年底，被治理企业工作场所
作业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粉尘、化学
毒物、噪声检测合格率达到 85％以
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大幅
提高，达到《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2021—2025年）》的要求。

三、治理时间及步骤
本次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主要

分为安排部署、治理整改、全面总结
三个阶段。

（一）安排部署阶段（2022 年 1
月—8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治理企业
名单，建立基础台账。地方各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对治理企业名单和台
账进行补充完善。省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和治理企业
情况，制定本地区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

（二）治理整改阶段（2022 年 9
月—2025年 6月）

被治理企业针对职业病危害超
标岗位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优先采用工程技术措施，从源头减
少和降低职业病危害，完成专项治
理的治理企业应委托有资质的技术
服务机构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进行检测，由技术服务机构出具
相应检测报告。地方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对治理企业开展督促指
导，定期调度本地区专项治理工作
进展情况，并认真做好年度总结。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每年对全国专项治
理工作进行总结和通报。

（三）全面总结阶段（2025 年 7
月—12月）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专项
治理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客观评价
和总结专项治理工作成效。国家卫
生健康委将组织对专项治理工作进
行总体评估和全面总结。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2021—2025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
于深入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
理工作的通知》解读

健康新闻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活动启动

宣传周系列活动之现场宣传、义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孙新（右一）一行
在我市指导健康企业建设工作

宣传周系列活动之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培训现场

在攸县酒埠江尘肺病康复站点慰问尘肺病人

相关链接核心提示

4月 25日至 5月 1日是我国第20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活动的
主题是“一切为了劳动者健康”。活动期间，我市职业病防治中心组织开展了相
关宣传教育活动。期间，设立了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咨询台，为劳动者提供职
业健康权益咨询服务。同时，还组织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培训、职业健康知识进
企业、职业健康知识有奖问答和竞赛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本期健康周刊关
注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并对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关于深入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进行梳理、解读，希望相关企
业和个人能有所收获，有所了解，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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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划》确定的工作任务：深化源头预防，
改善工作场所劳动条件。严格监管执法，提高
职业健康监管效率。强化救治措施，提升职业
病患者保障水平。推动健康企业建设，提升职
业人群健康水平。加强人才培养，强化技术支
撑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引领职业健康高质
量发展。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职业健康管理效
能。加强宣教培训，增强全社会职业健康意识。

6.《规划》设置四个专栏：中小微企业职
业健康帮扶行动、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

建设；职业健康科技创新重点任务；全国职业
健康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目的是为了解决制
约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短板与弱项问题，提
升职业病防治的服务保障和科技支撑能力。

三、保障措施
规划确定的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压

实工作责任；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政策融合；
做好经费保障，确保任务完成；加强督查评
估，确保规划落实。

︽规划︾确定的11

项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