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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卫发〔2020〕93 号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
关于印发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2+4”工程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局直属各单位，各民营医院，局机关各科室：

现将《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4”工

程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      

                                 2020 年 9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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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2＋4”工程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全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根据《温

州市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2＋4”工程实施

方案》（温卫发〔2020〕149 号）和乐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

于印发<乐清市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

知》（乐安委〔2020〕8 号）、《乐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

乐清市全民安全素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的通

知》（乐安委〔2020〕10 号）精神，特制定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4”工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

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以“三

个地”的政治自觉，对标“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以“2＋4”

（2 指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医疗卫生

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4 指消防安全整治、危险化学品安全整

治、粉尘危害专项整治、职业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建设）工程为

抓手，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紧盯消防、危险

化学品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卫生健康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以卫生健康行业安全为全市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

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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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通过三年努力，在全市卫健系统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把安全生产落实到卫生健康工作的全过程。完善和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健全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和

医疗卫生机构主体责任，不发生重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形成

平稳有序的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

到 2022 年底在职职工安全知识培训率达 100%，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自查率 100%，各类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达 100%。

三、主要任务 

全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重点分为“一贯彻

一落实”2 个专题和“三整治一建设”4 个方面的落实落地。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

一是集中开展学习教育。各单位理论学习中心组安排专题学习，

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理解，结合卫生

健康行业实际研究落实措施。组织安全监管干部和医疗卫生机

构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开展轮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作为重要内容，推进学习教育全覆盖。二是深入系统

宣传贯彻。积极学习行业主要媒体在报刊、网站、客户端、微

博、微信等平台专题专栏推出的重点报道、学习文章、访谈评

论等，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结合曝

光安全生产典型问题，强化警示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营造安

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丝毫放松不得的行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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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切实做到“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监管责任。把安全生产

工作作为管理的重要内容，完善工作机制，切实消除盲区漏洞。

（二）落实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题。一是严

格推动落实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的第一责任人法定责任，加强安全考核，落实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二是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建设。

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管理能力，建立健

全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三是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安全风险评

估和隐患排查整治。有针对性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实现可防可

控。定期进行安全隐患自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明确责任

人、明确整改的时限和措施，及时推动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

的问题隐患，要列出规划、紧盯不放，确保整改到位。坚持标

本兼治，着力健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自查自纠长效

机制。四是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加大安全投入。重点用于风险防

控和隐患排查整治。

（三）消防安全整治。一是集中整治行业消防安全问题。

组织医疗卫生机构集中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对消控室、

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燃气管道、电动自行车等进行重点检查，

建立消防安全隐患信息档案和台账。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责

任到人，列出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形成报告、登记、整改、

销号等一系列闭环管理。综合整治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严格落

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建立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

履职承诺制度。建立定期维保检测制度，不具备自主维保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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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高层建筑聘请具备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消

防设施施工安装企业进行维保检测。要定期对消防安全隐患整

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通过专家论证会、技术评估等形式，督

促隐患问题整改，力争在三年内基本整改完毕。二是推行消防

安全标准化管理。严格执行《浙江省卫生健康系统消防安全标

准化管理规定（试行）》，建立并落实消防安全自我管理、自我

检查、自我整改机制。督促落实《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

规定（2020 版）》，强化《医疗和疾控机构消防安全生产工作管

理指南》的应用，指导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管理。打造行业

标杆示范单位，推广典型经验做法。三是加强消防人防、技防

和物防建设。督促医疗卫生机构确保消防投入，持续加强人防、

技防和物防建设，加大消防安全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淘汰老旧

设施、设备。推进“智慧消防”建设，促进信息化与消防业务融合，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应用物联传感、温度传感、火灾烟雾监测、

水压监测、电气火灾监控、视频监控等感知设备，加强消防安

全智能化、信息化预警监测，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火灾预警和防

控能力。四是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各单位要分批次、

分类别组织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单位全体员工等开展消

防教育培训。各单位要建立常态化全员消防培训制度，落实入

职必训、定期培训、轮岗培训等要求，职工受训率达到 100%，

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

安全防范能力。2020 年，全面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责任清

单，有序推动三年整治行动，督办整改一批重点问题；2021 年，

排查登记的突出问题有效整改，建立完善管理机制；2022 年，

优化提升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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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一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

见》。推动建设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措施，制定完善岗

位安全责任制。二是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危险化学品管理。落

实购买、储存、使用、运输、操作、废弃处置等环节的管理、

监督。   

2020 年，全面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督办整

改一批重点问题；2021 年，排查登记的突出问题有效整改，建

立完善管理机制；2022 年，优化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

 （五）粉尘危害专项整治。一是推动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

开展矿山、冶金等行业领域的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工作，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将粉尘危害防控作为《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的

宣传重点，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全国职业病危害现状统计调查

工作，摸清尘肺病高发行业领域用人单位粉尘危害基本信息及

其地区、行业、岗位、人群分布等情况。重点对矿山行业领域

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按照尘肺病攻坚行动和矿

山、冶金行业领域尘毒危害治理工作要求，推动用人单位对粉

尘危害严重的环节和岗位从生产工艺、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等

方面开展专项治理。二是完成矿山行业领域用人单位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全覆盖。在尘肺病攻坚行动的基础上，采

取分级分类管理的方法，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治理不达标，以

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超标用人单位的指导帮扶和监

督管理的力度，推动其继续开展粉尘危害治理工作。严格依法

查处粉尘超标严重且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三是进一步巩固粉

尘危害治理成果。积极推动矿山、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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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开展“健康企业”创建工作，全面提升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

水平。认真评估和总结专项治理工作成效，查找不足，充分借

鉴粉尘危害专项治理的经验做法，建立科学、长效的职业病危

害治理体系。2020 年，全面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

督办整改一批重点问题；2021 年，排查登记的突出问题有效整

改，建立完善管理机制；2022 年，优化提升粉尘危害治理水平。

（六）加强职业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建设。继续加强职业卫

生监督执法装备配备，保障执法需要。强化对监督执法人员法

律法规、行政执法、专业知识等执法能力培训。加强职业卫生

执法等监督信息化建设，依靠科技补充人力的不足，提升监督

效能。继续开展尘毒危害专项执法行动。2020 年，分析相关工

作瓶颈问题，制定三年素养提升计划；2021 年，开展各类培训

活动，建立健全成长机制；2022 年，优化提升职业卫生监督执

法队伍建设水平。

详见《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4”工

程责任分工及进度控制表》（附件 1）。

 四、时间安排 

从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12 月，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2020 年 9 月-10 月 10 日）。下发《乐清市

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4”工程实施方案》，

部署启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二）排查整治（2020 年 10-12 月）。各单位对重点场所和

关键环节的安全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排查整治，重点

加强对水、电、煤、气以及建筑工地，特别是火灾隐患、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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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理等的检查。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建立问题隐患和制度

措施清单，制定时间表，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整改要求，坚持

边查边改、立查立改。

（三）集中攻坚（2021 年）。对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清单进

行动态更新，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大专项整治攻坚力度，落

实和完善整治措施，保障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四）巩固提升（2022 年）。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进行总结评估，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各单位于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的 10 月 30 日前报《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4”工程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清单》

（附件 2）；2022 年 10 月 15 日前报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总结。

联系人：陈景贝；联系电话：61882126；钉钉：13587760953；邮

箱：63686851@qq.com。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

必须全面加强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市卫健局成立全市卫

生健康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组织领导小组，由局长

任组长，局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局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办公室

设在局办公室，定期研究工作，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推动专项

整治工作落实。各单位要相应成立组织，切实抓好组织实施和

整改落实。市卫健局将根据温州市卫健委和乐清市安委会要求

并结合实际需求，对执行情况进行随机检查。   

（二）周密部署安排。各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mailto:6368685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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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担当，按照实施方案部署，深入分析卫生健康行业安

全生产规律特点，落实责任、细化措施，突出重点和关键环节，

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三）强化责任落实。各单位对发现的隐患要及时制定整改

方案，列出任务清单、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时限。综合运

用通报、约谈、警示、教育等措施，加强监督检查。对整治工

作不负责、不作为，分工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重大问题

隐患悬而不决，逾期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坚决追责问责。对

因专项整治工作失职渎职，引发安全事故的，要依法依规依纪

严肃追究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科室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1.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4

           工程责任分工及进度控制表

      2.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4”

       工程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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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4”工程责任分工及进度控制表
排查整治3、

4 季度

集中攻坚

2021 年 4 个季度

巩固提升

2022 年 4 个季度
序号 任 务

牵头

科室

责 任 

单 位

完成

时间

动员部署 
9-10 月 3 4 1 2 3 4 1 2 3 4

（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2022 年 12 月 

1

集中开展学习教育，各单位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安排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学习不少于 1 次，组

织安全监管干部和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开

展轮训，推进学习教育 100%覆盖。

2022 年 12 月

2

深入系统宣传贯彻，积极学习行业主要媒体在报刊、网站、

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平台专题专栏推出的重点报道、学

习文章、访谈评论等。结合曝光安全生产典型问题，营造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丝毫放松不得的行业

氛围。落实举报奖励和舆论监督等措施。组织开展 “安全

生产月”等主题宣传活动。

2022 年 12 月

3

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切实做到“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的监管责任。2020 年 12 月前完善安全生产监管责 
任，消除监管盲区。

局办

公室

局机

关各

科室、

各医

疗卫

生单

位

2022 年 12 月

（二） 落实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022 年 12 月

4

严格推动落实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2020 年 
12 月前医疗卫生机构 100%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各

个环节的安全责任措施，特别要强化法定代表人、实际控

制人的第一责任人法定责任，加强安全考核，落实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强

化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管理能力，建立

健全安全预防控制体系。

局办

公室

各医

疗卫

生单

位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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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0 年 12 月前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快速发现、及时救

援、有效救治、妥善救助“四位一体”联动工作机制，加大

对颅脑严重损伤等危重伤员救治力度，完善救援救治保障，

减少事故伤员致死致残。

局医

政科 2022 年 12 月

6

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整治。定

期进行安全隐患自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明确责任人、

明确整改的时限和措施，及时推动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

的问题隐患，要列出规划、紧盯不放，确保整改到位。坚

持标本兼治，着力健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自查 
自纠长效机制。

2022 年 12 月

7
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加大安全投入，重点用于风险防控和隐

患排查整治。2020 年 12 月前完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局办

公室

2022 年 12 月

8
完成医疗公共房屋安全隐患治理工作，鉴定为危房的一律

限期腾空防控，并推进治理改造工作。

局基建

招标办 2021 年 12 月

（三） 消防安全整治

9

集中整治行业消防安全问题。2020 年 12 月前完成医疗卫生

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对消防控制室、消防设施、

电气线路、燃气管道、电动自行车等进行重点检查，建立

消防安全隐患信息档案和台账。综合整治医疗卫生机构高

层建筑消防安全，严格落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建立 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履职承诺制度。建立定期维

保检测制度，不具备自主维保检测能力的高层建筑聘请具

备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消防设施施工安装企

业进行维保检测。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2022 年 12 月

10

推行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严格执行《浙江省卫生健康系

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规定（试行）》，2020 年 12 月前完成

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标杆示范单位建设，建立并落实消防

安全自我管理、自我检查、自我整改机制。督促落实《医

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2020 版）》，强化《医疗和

疾控机构消防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的应用，指导医疗

卫生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基本建成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管

理体系，开展标准化管理评估活动。

局办

公室

各医

疗卫

生单

位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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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强消防人防、技防和物防建设。督促医疗机构确保消防

投入，持续加强人防、技防和物防建设，加大消防安全基

础设施建设，逐步淘汰老旧设施、设备。推进“智慧消防”
建设，促进信息化与消防业务融合，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应

用物联传感、温度传感、火灾烟雾监测、水压监测、电气

火灾监控、视频监控等感知设备，加强消防安全智能化、

信息化预警监测，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火灾预警和防控能力。

2022 年 12 月

12

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分批次、分类别组织消防安

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单位员工等开展消防教育培训，职工

受训率达到 100%。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全面

提升员工消防安全意 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2022 年 12 月

 

（四） 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 2022 年 12 月

13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推动建设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措施，制定完善岗位安全责任制，加强医疗

卫生机构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理。完成医疗卫生机构危

化品储存、使用环节规范化建设（2021 年完成 30%，2022
年完成 70%)。

2022 年 12 月

14 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危险化学品管理，落实购买、储存、

使用、运输、操作、废弃处置等环节的管理、监督。

办公室

局公卫

科、局

卫生应

急办，

各医疗

卫生单

位 2022 年 12 月

（五） 粉尘危害专项整治 2022 年 12 月

15

推动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开展矿山、冶金等行业领域的

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工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将粉尘危害

防控作为《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的宣传重点，加大宣传

力度。

2022 年 12 月

16

按照“摸清底数、突出重点、淘汰落后、综合治理”的原则，

深入开展尘肺病易发高发行业领域的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工

作，督促用人单位落实粉尘防控主体责任，确保实现治理

目标。到 2021 年 6 月底，建立尘肺病易发高发行业领域企

业清单；重点对矿山行业领域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按照尘肺病攻坚行动和矿山、冶金行业领域尘毒

危害治理工作要求，推动用人单位对粉尘危害严重的环节

局公卫

科 市疾控

中心、

市卫生

监督所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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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岗位从生产工艺、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等方面开展专项

治理。到 2022 年底，完成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17

完成矿山行业领域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全覆盖。在尘肺病攻坚行动的基础上，采取分级分类管理

的方法，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治理不达标，以及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超标用人单位的指导帮扶和监督管理

的力度，推动其继续开展粉尘危害治理工作。严格依法查

处粉尘超标严重且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

2022 年 12 月

18

巩固粉尘危害治理成果，积极推动矿山、冶金、 建材等

重点行业用人单位开展“健康企业”创建 工作，全面提升用

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水平。认真评估和总结专项治理工作

成效，查找不足，充分借鉴粉尘危害专项治理的经验做法，

建立科 学、长效的职业病危害治理体系。

2022 年 12 月

（六）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建设 2022 年 12 月

19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建设。继续加强职业卫生监督

执法装备配备，保障执法需要。强化对监督执法人员法律

法规、行政执法、专业知识等执法能力培训。加强职业卫

生执法等监督信息化 建设，依靠科技补充人力的不足，提

升监督效能。继续开展尘毒危害专项执法行动。

公卫科
市卫生

监督所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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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乐清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4”工程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清单

单位：                                                   填表时间：

序号 问题隐患 整改制度措施 整改时限 责任科室

 
 

注：请将此表于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的 10 月 30 日前报局办公室陈景贝钉钉、微信或邮箱：

6368685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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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