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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组织专家对健
康企业创建开展评估验收。

受访者供图

▲市职防中心无偿为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

受访者供图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健康中国，职业

健康先行。

随着株洲“制造名城”品牌影响力的

逐步提升，群众对职业健康的需求日益迫

切。近年来，株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

业病防治工作，始终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不断完善防控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强

化源头治理，深入推进职业病危害专项治

理和防治“三项行动”，创新开展“医心党

建、职卫健康”健康管家服务和职业健康

大走访活动。全市职业病防治水平稳步提

升，有效降低了职业病发病率，切实维护

了劳动者健康权益，为建设“制造名城、幸

福株洲”奠定了坚实的健康基石。

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指导下，

株洲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中心（简称

“市职防中心”）接过历史的接力捧，紧紧

围绕“人民为中心、健康为根本”理念，坚

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充分

发挥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在推动职

业病防治工作高质量发展中的技术指导

作用，实现职防主体责任落实有新举措、

医防融合发展有新模式、工作质效有新

突破，做到企业、劳动者与服务机构的三

方共促共赢。

汗水浇灌收获，今年 1 月的全省职业

健康工作会议上，市卫健委作了典型经验

交流发言；4 月的《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我市又打响全省“第一枪”。株洲职防好做

法变成株洲好经验，提炼出全省可复制可

推广可借鉴的株洲模式。市职防中心先后

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湖南省卫

生应急先进集体”“湖南省职业病防治监

测项目工作先进单位”等 100多项荣誉。

首创职业健康管家
“一企一策”帮企业解难题

职业病防治主体是企业，做好这项工

作的关键也在企业。

针对株洲职业病危害分布广、种类

多、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众多的情况，在市

卫健委的决策部署下，市职防中心全力构

建职业健康技术工作体系和机制，打出一

系列组合拳。

顶层设计强基础。组织企业与市政府

签订职业卫生目标管理责任状，督促企业

履行职业健康主体责任。2024 年，市本级

纳入目标管理的用人单位 295家,这些单位

90%以上设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有的放矢补短板。2023 年，首创“职业

健康管家服务”模式。职业健康管家服务

采取“点单－派单－接单－晒单”流程，为

企业制定精准化、专享化的服务“套餐”，

实现服务需求和意向双向对接、技术资源

互帮互助。由此，签署“职业健康管家服务

协议”企业 146 家，接单 430 次，服务 1.3 万

余人次。

2024 年，升级推出“管家服务”2.0 版，

以“职业病防治大走访”为契机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职业健康帮扶力度。明确“五个

一”帮扶内容，量身制定“一企一策”帮扶

方案，建立职业健康联络员机制，助力企

业降本增效。全年完成 51家中小微企业帮

扶，提出工作建议 260 余条，解决建章立

制、危害治理、职业健康检查、检测评价等

实际问题 140余个。

急企业之所急，想劳动者之所想。市

职防中心组织 3家“医防体”单位与用人单

位签订职业健康管家服务协议，抽调 30余

名精兵强将“混编”组建 5 支“管家团队”，

提供基础加个性化服务（“1+N”），即在传

统职业健康服务基础上增加妇女保健、心

理健康辅导等，一揽子解决用人单位职业

健康自身服务空缺问题。

创新宣教驱动模式
三管齐下为劳动者护航

重治更重防，让职业病防治理念深入

人心，关键在于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市卫健委的调

度指挥下，市职防中心持续创新宣传、教

育、培训等工作模式，全面织密职业病防治

宣贯网，全程为劳动者健康保驾护航。

健康宣贯触及灵魂深处。坚持理念先

行，大力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

动。每年，由市卫健委联合总工会、人社、

民政、医保等部门，以株洲日报等主流媒

体和官网官微等新媒体为宣传主阵地，线

上与线下同频共振，组织开展主播打卡健

康企业、专家在线访谈、职业健康达人“车

厢公开课”、职业病防治知识“五进”、现场

咨询和义诊等系列宣教活动，加大宣传、

舆论造势，实现了劳动者从“要我健康”到

“我要健康”的观念转变，营造了良好工作

氛围。

双循环培训取得良好效果。一方面借

力市职防中心技术支撑机构力量，以职防

周、安全生产月为契机，组建讲师团到企业

开展职防“微课堂”，将职业病防治知识送

进车间、岗位；另一方面，以目标考核为抓

手，督促企业定期组织劳动者参加职业健

康培训。2024年，分期分批举办了用人单位

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职业病防

治知识培训班，全市近 300家企业的 720余

名人员参加了培训和考试。同时，鼓励企业

利用厂区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内部刊物等

载体，广泛宣传职业健康知识。

健康素养提升实现百花齐放。坚持践

行“大健康”理念，深入推进职业健康保护

行动，大力开展“健康企业”建设和“职业

健康达人”评选活动。经过评估验收，2024

年有 6家企业被评为“市级健康企业”，5家

企业被推荐为“省级健康企业”；111 人被

评为“市级职业健康达人”，15 人被推荐为

“省级职业健康达人”。

同唱一首健康歌
齐心协力给株洲加油

《健康株洲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

开展 15个重点行动，职业健康保护行动是

其重要组成部分。

越是艰难越向前。在市卫健委的大力

支持下，市职防中心聚焦主责主业，紧扣

群众对职业健康的重大关切，充分利用政

府、企业、社会等各方资源，同唱一首健康

歌。

职业病防治“三项行动”落地见效。精

心组织，周密部署，统筹推动职业危害申

报、中小微企业帮扶、服务机构提质合规

“三项行动”。2024 年，按照“应报尽报”原

则，全市完成职业病危害申报企业 3150

家；开展“健康管家”服务和“职业健康大

走访”活动，组建技术专业团队，对全市

303 家中小微企业进行了分类指导和帮

扶；全市各级职防机构对标对表，查漏补

缺，通过集中培训、实操训练和现场指导，

提升了整体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能力。在全

省首届职业健康技能比武中，市职防中心

荣获“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技能比武团体二

等奖”。

做好国家职业病防治监测项目。各县

市区、各防治机构如质如量完成重点职业

病监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放射性疾病监测、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

劳动者健康素养调查等国家职业病防治

项目，掌握职业病防治第一手资料。所有

项目工作的调查、监测及数据报送率均达

100%，市职防中心连续 4年获评“湖南省职

业病防治项目工作先进单位”。

推进医防融合助力新发展。建立医防

融合协作机制，共同研究解决职业病诊断

与鉴定相关问题，提高了职业病诊断的准

确性和及时性。开展医防融合试点项目，

探索建立职业病防治一体化服务模式。鼓

励资源共享与下沉，将优质医疗资源如专

家、技术、设备等向基层职业病防治机构

倾斜，努力把健康服务送进乡村、送到村

民心坎上。2023 年，市职防中心在乡村振

兴点攸县皮佳村援建全国首家村级尘肺

康复室，为 52名尘肺病患者和呼吸道疾患

提供免费康复服务，并定期对村卫生室工

作人员进行指导、培训。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持续推进职业健康工作迈上新高度的

征程中，在市卫健委的具体领导下，市职

防中心将积极推动职业健康管家服务向

县区纵深发展。借力《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周这股东风，全面营造全社会齐抓共防的

良好氛围，为健康株洲、健康湖南再作新

贡献再创新辉煌。

““职职””卫制造名城卫制造名城
领航健领航健康湖南康湖南

——株洲职业病防治工作助推高质量发展纪实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王容桩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董介

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车体事业部，

李骁翃被工友们亲切称为“健康守门人”。这位与

铆焊工作打了 7 年交道的市级“职业健康达人”，

既为企业安全防护体系注入智慧结晶，也在个人

健康管理领域开辟出独特天地。

记者：您如何理解“企业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第

一责任主体”？

李骁翃：企业健康防护体系犹如大树，根系越

发达、枝叶越繁茂，员工方能安心栖居。生产车间

精心编织四重“生命防护网”。8 台搅拌摩擦焊设

备替代传统工艺，从源头消除弧光烟尘；18 套隔

音房如“防护盾牌”分割作业空间；打磨机器人挥

舞机械臂实现人机分离；8000 元/套的智能面罩、

量身定制的降噪耳塞构筑最后防线层层防护之

下，职业健康风险系数显著降低。

记者：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您认为员工应当

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骁翃：核心在于思维蜕变，从被动防护转向

主动守护。新员工需以敬畏之心完成岗前培训必

修课，老员工要化身流动哨兵，用经验照亮安全盲

区。就像我手里这枚 3M 口罩，虽轻如蝉翼却能过

滤发丝百分之一的微粒，唯有正确佩戴方显价值。

职业健康如同精密齿轮，企业制度与个人意识缺

一不可。身处生产一线的我们，既是风险感知的末

梢神经，更是防护体系的重要神经元，及时发声方

能织牢防护网。

记者：关于职业病防治，您有哪些独到见解？

李骁翃：职业健康不是百米冲刺，而是终身修

行，我坚持跑步 6 年、还参加马拉松比赛，将长跑

哲学融入安全管理。我组建了车体事业部运动俱

乐部，带动工友业余时间跑步、打篮球强健体魄，

提高自身免疫力是预防职业病的关键。在车间里，

我号召大家共同爱护工作环境卫生，对乱丢乱扔

说“不”。当明净的作业环境与强健的体魄相遇，生

产效率自然与员工笑容共同绽放。

以“马拉松精神”
守护健康

——对话中车株机
“职业健康达人”李骁翃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董介

我市 5 家企业斩获 2024 年度“省级健

康企业”称号，这些企业将健康基因植入

管理全流程，用硬核举措筑牢劳动者健康

防线。

株洲车城机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健全健康制度体系

株洲车城机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专项领导小组，构建职业健康制度体

系，全员签订健康协议并投保工伤保险。

每年委托专业机构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

并评价现状，为接害岗位配防护设施、劳

保用品，落实津贴，及时调岗职业禁忌员

工。设置医务室、心理咨询室，开展急救培

训与职业健康宣教。

同时，该公司打造健康友好环境，建

设健身房、母婴室等设施，连续 9年举办气

排球赛等文体活动。通过“健康达人”评

选、贫困助学等行动培育健康文化。目前，

公司形成“制度保障+环境优化+服务深

化+文化引领”的健康管理模式，提升员工

健康获得感。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道岔分公司：

打造“四效”健康管理模式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道

岔分公司以健康体系运行高效、健康服务

管理见效、健康环境改善有效、健康文化

建设卓有成效的健康企业“四效”管理为

核心，推进健康企业建设。

建立全流程健康制度，实施全阶段职

业健康检查，首创特色体检模式，为员工定

制方案，强化高风险人群管理。还将心理危

机干预纳入应急预案，开展评估与辅导。

在作业环境方面，升级厂区基础设施，

用新工艺设备控制危害，定期评价优化措

施，推进“厕所革命”和无烟单位创建。通

过“健康达人”评选等活动传播健康理念。

目前，该公司连续多年无职业病例，员工伤

病缺勤率大降，实现健康与效益双提升。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综合能源
事业部：
从环境和提升健康意识

入手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在组织管理上，明确各

级职责，构建风险评估与预防机

制，开展多元培训提升员工健康

意识，多部门协同推进健康企业

建设工作。

近年来，该公司工作环境持

续优化，开展卫生整治、完善文

体设施、控烟、保障水质安全、防

治病媒生物。在健康管理与服务

方面，采用先进设备减少危害，

严格 依法开展相关检测评价，

设置“健康小屋”、举办健康知

识讲座，保障女职工权益。

同时，借助多种媒体普及健康知识，

组织丰富活动凝聚向心力，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一系列举措强化了职业健康培训，

提升了员工健康素养，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健康动力 。

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

实行健康风险动态管控

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成立以总经理牵头的专项小组，建

立 14 项 职 业 健 康 管 理 制 度 ，引 入 中 化

FORUS 领跑者体系实施精细化管理。通

过优化车间通风系统、安装空气净化设

备、控制噪音及粉尘污染等工程改造，使

作业环境全面达标。同步配置急救设施

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全年组织职业健

康体检建立个人档案，实现健康风险动

态管控。

创新打造“预防+干预”模式，定期举

办职业健康知识讲座，设置心理咨询室。

推行健康膳食计划，营造园林式厂区，利

用 OA 平台等构建健康文化传播矩阵，获

评“中国企业形象管理典范单位”。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双重预防体系构建健康防御网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

职业健康建设方面投入近 800 万元专项资
金，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制度，委托专业机
构检测评价，将双重预防体系融入日常管
理。科技赋能改善作业环境，如喷涂作业
通过先进设备使漆雾捕集率超 95% 。通过
配备健身设施、建立“新小家”等关爱员
工，开展多样文体活动与健康服务。

该公司全方位宣传职业健康知识，严
格培训与告知义务，定期演练提升应急能

力，还搭建“健康驿站”监测员工健康。企

业不断改善作业环境，成立医务室、设立

心理咨询室。

湖南健康企业“防护盾”这样炼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