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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关系千家万户，滁州市卫健委
历来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把职业病防
治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作来抓，坚持多措并
举，不断增强用人单位管理人员防控意识，提
升职业病防治水平，为群众撑起了职业健康
保护网。

以健康宣教为入手
在思想认识上拧紧“安全阀”

“牵牛要牵牛鼻子”。用人单位主要负责
人和管理人员是推动职业健康政策落地、防
护措施落实的关键因素、“关键少数”。一是
抓好学习培训。滁州市卫健委紧盯“关键少
数”，以宣教为入手，大力推进用人单位主要
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培训工作。2023
年，全市共开展职业健康培训 20 期，培训
2336人次。同时，强化监管，定期检查了解辖
区内职业健康培训机构的组织管理和培训质
量等情况。2023 年，全市共有 445 人通过考
试取证。二是纳入年度考核。对各县（市、
区）培训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
理人员的任务数进行量化，纳入县（市、区）卫
健委和健康企业考核考评内容，列入年度职

业健康工作重点，定期组织督导调度。三是
强化企业宣教。发动监督执法人员、疾控中
心人员、职业健康专家等三类人员深入企业
生产一线开展职业健康培训。针对专项治理
企业和连续两年现场监测超标企业，组织人
员进企业生产车间、班组，结合企业主要危害
因素，宣讲职业职业健康防护知识。2023年，
累计组织 153 人次，深入 97 家用人单位开展
宣讲，覆盖一线员工1357人次。

以现场监管为抓手
在履职能力上守好“治理关”

工作场所的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员工的身
体健康。滁州市卫健委“盯紧增量、关注存
量、聚焦超标”，大力推进作业现场的源头管
控，控制和减少职业病危害，提升用人单位职
业病防治水平，保护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
一是“盯紧增量”。大力推进新改扩建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落实，从根本上消除
或者降低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
或者强度，预防和减少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
动者健康的损害或者影响。2023年，全市累

计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522个。二
是“关注存量”。重点推进“老”企业职业病危
害现状评价工作落实，帮助企业针对性完善
防护设施设备、强化现场管理，夯实职业病防
治基础。2023 年，全市共有 276 家用人单位
开展现状评价。三是“聚焦超标”。全面推进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工作，督促用人单
位针对超标岗位，改进工艺流程、更新设备、
采用无毒无害的材料、强化日常职业健康管
理，从而避免或减少职业病的风险。2023年，
全市共有 518 家用人单位开展定期检测，累
计投入资金近亿元用于职业病防治工作。

以诊疗服务为先手
在防治关口上筑牢“防火墙”

滁州市卫健委“三个狠抓”推进职业病检
查、诊断和治疗能力，提升职业健康安全服务
水平。一是狠抓人员覆盖，力争应检尽检。
年初，滁州市卫健委利用申报系统数据和部
门摸底数据，制定职业健康体检任务，明确各
地年度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并纳入年度考核指
标。组织开展多轮次的监督检查，特别关注
专项治理单位、重点行业领域和“园中园”、

“厂中厂”等单位的监督检查，定期汇总职业
健康体检进展情况，并进行通报调度，大力推
动职业健康体检工作。2023年，全市开展职
业健康体检 89012 人，同比提升 40.59%。二
是狠抓能力建设，服务机构过硬。成立滁州
市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中心，并将监督和
疾控职业健康的分管负责人设为质控中心副
主任。每年邀请省级专家开展体检机构的业
务培训，督促监督、疾控和质控中心分组带队
开展质控检查和问题整改情况的“回头看”。
2023 年，全市新增 3 家职业健康体检备案机
构，实现市、县两级公立职业健康体检机构全
覆盖。三是狠抓康复诊疗，加强救治救助。
加强对 3 家康复点的帮助指导，多次安排监
督、疾控和职业健康专家到康复点指导工作，
参照省级康复站的要求，抓好康复点的建
设。2023 年，康复点 48 名职业病人，随访率
100%，康复治疗保障措施覆盖 100%，组织开
展评估53次。

职业健康事关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接下来，滁
州市卫健委将进一步加大职业健康工作推进
力度，努力开创滁州职业健康监管的新局面。

（滁州市卫健委 供稿）

多措并举 筑牢职业健康安全防护底线
——滁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工作侧记

3 月 18 日，全市医政医管工作
会议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
会上传达学习了全省医政医管工
作会议精神和全市卫生健康工作
会议精神，对全市医政医管工作进
行总结和部署，本次会议将血液管
理工作作为重点工作进行了专题
安排部署。

各县（市、区）卫健委分管负责
同志、医务股股长，市属医疗机构
和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分管负
责同志和医务科长，委医政科全体
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上，市中心
血站站长成凯通报了 2023 年全市
血液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并部署了
2024年工作任务。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疾控局局长史焰高出席会议并
讲话，史焰高充分肯定了2023年全
市血液管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
2024年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
要高度重视血液管理工作，各地要
科学合理制定无偿献血组织招募
计划，尽快安排部署，确保完成千
人口献血率目标任务；二是健全无
偿献血激励机制，完善无偿献血激
励措施，提升服务质量、发挥宣传
教育和舆论引导作用；三是各地卫
健委及医疗机构要明确责任、落实
血液工作的各项指标任务，推动我
市血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成凯 赵静）

滁州市医政医管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近日，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
医学科成功为一位气管切开患者安装人
工说话瓣膜，帮助患者重新说话发声，有
效缓解患者郁闷的心情。

说话瓣膜又叫“语音阀”，是一种单
向通气阀装置，吸气时瓣膜打开，呼气时
瓣膜关闭。气管切开的患者佩戴说话瓣
膜后，呼气时因瓣膜关闭使上气道恢复
闭合状态，恢复上呼吸道的气流和气压，
气流重新经过声带产生震动，从而帮助
患者发声。

据悉，该患者系68岁男性，处于脑出
血恢复期，因“右侧肢体活动不利伴饮水
呛咳一月余”入住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康
复医学科。经过综合评估，科室诊断其
为不完全性偏瘫、吞咽困难、构音障碍，
同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并
且入院时气管仍在切开造口状态。当
时，患者因气管切开无法说话、脾气比较
急躁，导致配合度较低，康复治疗效果也
比较一般。同时，患者还经常出现呛咳，
误吸风险大，很容易引起吸入性肺炎，从
而进一步加重病情。

为了帮助患者提高治疗配合度、改
善生活质量、降低潜在风险，经过充分准
备，科室予其安装说话瓣膜。安装完成
后，患者能够正常发声，与人交谈、沟通，
情绪有了明显的好转，治疗配合度也较
当初有了很大改善，其本人及家人均感
到很满意。 （高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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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一院疼痛科独立完成一例“腰椎间盘突出症”
椎间孔镜手术，成功为患者解除了病痛。

据悉，患者程女士，今年65岁，患腰背部疼痛多年，近三
个月以来腰背痛加重，并放射到双侧臀部及下肢。半月前
在外院行腰椎MR检查显示L4/5节段椎间盘突出明显，保
守治疗无效，遂来市一院疼痛科门诊就诊。疼痛科主任耿
天勇接诊后，详细询问了患者病史，进行体格检查，对其影
像学资料仔细判读，在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决定为其
行椎间孔镜手术治疗。在手术室的支持配合下，手术成功
进行。手术用一个仅7mm的切口，在工作通道内置入镜头
和手术器械，在L4/5椎间盘层取出多块突出髓核组织，术后
患者疼痛即时缓解，直腿抬高由术前的 40 度提高到 80 度。
程女士表示十分满意。

据耿天勇主任介绍：椎间孔镜技术是脊柱内镜技术的
一种，与传统术式相比，该技术创伤小、效果好、术后康复
快，是目前腰椎内镜手术领域公认最微创的治疗技术之
一。市一院疼痛科已常规开展微创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
术，有相关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可来市一院疼痛科门诊检查
治疗。 （陈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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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引起的
慢性呼吸道传染病。除毛发和牙齿外，人体
其他器官系统都可能受到感染而发病，但主
要侵犯肺脏，称为肺结核，肺结核占各种类
型结核病的80%以上，是结核病的主要类型。

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唱歌、大声说
话时，含有结核分枝杆菌的飞沫可经其鼻腔
和口腔喷出体外，在空气中形成气雾（或称
为飞沫），较大的飞沫很快落在地面，而较小
的飞沫很快蒸发成为飞沫核，可长时间悬浮
在空气中。含菌的飞沫核被吸入肺泡，就可
能引起感染。一旦被诊断为肺结核患者，要
尽早开展正规的抗结核治疗，遵从医嘱，按
时服药，定期复查，树立信心；注意休息和加
强营养；注意个人卫生，不要随地吐痰，咳
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掩住口鼻；尽量减少外

出，必须外出时需佩戴口罩。
应该如何预防结核病？
①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减少传染性；
②新生儿要接种卡介苗；
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随地吐痰；
④房间经常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新鲜，

阳光充足；
⑤劳逸结合，保证足够的营养和睡眠；
⑥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

结核病防治宣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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