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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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
理的背景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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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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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治理工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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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时间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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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5日至 5月 1日是第 21个《职业

病防治法》宣传周。4月 25日上午，2023

年株洲市《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启

动仪式在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钻

石大厦 3楼会议室举行。活动由市政府

副秘书长欧阳元初主持，副市长杨胜跃

出席活动并讲话。

本次活动由株洲市卫健委、市民政

局、市人社局、市医保局和市总工会主

办，市职防中心和株硬集团共同承办。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顾晓芳，市卫健

委、民政局、人社局、医保局、总工会分管

领导，城市五区分管副区长，市职防中心

主任，市卫计执法局局长，城市五区卫健

局局长、用人单位代表约 150 人参加活

动。

活动现场，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冯辉宣读了《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湖南

省总工会关于湖南省 2022年“职业健康

达人”活动评选结果的通报》，株洲市共

有 9家企业 13人获此殊荣。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顾晓芳要

求，各地各单位一要提高认识，认真组织，

充分认识开展宣传周活动的重要意义，大

力开展具有本行业、本单位特色的宣传活

动。二要广泛发动，协力开展，积极发动

各行各业劳动者参与宣传活动，大力宣传

职业病防治知识和有效举措。三要做好

总结，努力营造“人人讲健康，个个要安

全”的职业病防治良好社会氛围。

杨胜跃强调，一是要把宣传周活动

作为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保护

劳动者健康的重要举措来落实，以实际

行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二是要充分运

用“报、网、端、微、屏”等各类媒体平台，

广泛宣传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

任、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以及职业病诊

断鉴定、工伤保险等职业健康相关的法

规政策。三是要积极引导劳动者树立

“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让职

业健康知识和技能成为劳动者必备的健

康素养，主动参与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

治工作。

启动仪式结束后，市、区两级政府及

相关部门领导先后参观了株洲硬质合金

集团有限公司产品展览室和生产车间，

并前往钻石广场察看现场咨询、义诊等

宣传活动的开展情况。

“健康企业”
——“健康中国”战略的“助攻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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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是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

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开展的工作。健康企

业建设从场所的角度出发，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建设健康

环境、提供健康管理与服务、营造健康文化等方面为主要内

容，多角度、多维度开展，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健康企业建

设不仅关注职业病防治，更关注影响职业人群健康的因素，

包括但不限于职业病防治，包括但不限于传统职业病防治

所关注的工业企业，还面向农业企业、商业企业、交通运输

企业和服务企业等。

《健康企业建设规范（试行）》的重点任务：一是建立健

全管理制度。二是建设健康环境。三是提供健康管理与服

务。四是营造健康文化。

一是深化源头预防，改善工作场所劳动条

件。一方面要通过调整产业政策、落实用人单位

主体责任、持续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和专项

治理等工作，强化对传统职业病危害源头防控；

另一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工作压力、肌肉

骨骼疾患等职业病危害的预防控制。

二是严格监管执法，提高职业健康监管效

率。强化监督执法，严肃查处违法行为。规范用人

单位劳动用工，加强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伤保

险等监督管理。继续在重点行业中推行集体协商

和签订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督促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认真履行防治责任；落实平安中国建

设要求，加强工矿商贸、建筑施工、核与辐射等行

业领域的监管，统筹推进职业病防治工作。加强

基层监管队伍建设，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三是强化救治措施，提升职业病患者保障水

平。加强职业病及危害因素监测，完善监测政策

和监测体系，扩大监测范围，开展风险评估，实施

分类监管，提高预警能力。依托现有医疗卫生机

构健全职业病诊断救治康复网络，提升救治康复

能力。发挥多项保险制度的作用，减轻患者医疗

负担。落实救助政策，保障职业病患者基本生活。

四是推动健康企业建设，提升职业人群健康

水平。将“健康企业”建设作为健康城市建设的重

要内容，大力推动健康企业建设，推进企业依法

履行职业病防治等相关法定责任和义务。鼓励矿

山、冶金、化工、建材企业和医疗卫生机构、学校、

公安、交通运输等单位率先开展“职业健康达人”

评定活动。

五是加强人才培养，强化技术支撑体系建

设。加大职业健康检测评价、工程防护、诊断救治

等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职

业院校加强职业健康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健全职

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和职业病诊断救治技术

支撑网络。

六是推动科技创新，引领职业健康高质量发

展。推动将职业健康关键技术、重大项目纳入国

家和地方科技计划，开展前沿基础性研究、防护

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诊疗康复关键技术研究，

形成一批先进技术成果并推广应用。

七是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职业健康管理效

能。将职业健康信息化工作纳入全民健康保障信

息化工程，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协同管

理和服务。建设全国一体化的职业健康信息管理

平台，加强部门信息共享。

八是加强宣教培训，增强全社会职业健康意

识。持续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大力

开展职业健康教育，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职业健

康的良好氛围。实施职业健康培训工程，加强用

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接触职

业病危害劳动者全员培训，提升劳动者自我防护

和依法维权意识。

《规划》在主要任务中设置了中小微型企业

职业健康帮扶行动、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

设、全国职业健康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和职业健康

科技创新等 4个专栏。设置这 4个专栏，主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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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护劳动者身心健康”

我市2023年《职业病防
治法》宣传周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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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株洲市“健康企业”
1.大唐华银攸县能源有限公司

2.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3.株洲时代华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湖南旭日陶瓷有限公司

5.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

6.株洲南方普惠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7.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

8.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2022年度湖南省“职业健康达人”
（株洲地区13名）

1. 邓宇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 周札胜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3. 李晓东 株洲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中心

4. 陈飞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5. 张谦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6. 伍根牛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7. 刘欣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

8. 张稳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

9. 余季欣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10.莫宾强 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

11.文剑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符四河 株洲南方普惠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13.邓华 株洲南方普惠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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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重点开展粉尘、化学
毒物和噪声危害专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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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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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5日启动仪式现场

参观株硬集团产品展览室

宣传周

活 动 咨 询 、

义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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