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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卫职健〔2022〕1 号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信阳市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的通知 

     

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各管理区(开发区)卫健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按照《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职业病危害专

项治理行动方案》要求，市卫生健康委制定了《信阳市职业病危

害专项治理行动方案（2022—2025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2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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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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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行动

方案》要求，决定自 2022 年 1 月起至 2025 年 11 月在全市范围

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行动，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职业病

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要求，坚持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深入实施《健康信阳行动（2020—2030 年）》，

以治理粉尘、化学毒物、噪声超标为主要任务，加强职业健康监

督管理，改善工作场所劳动条件，从源头控制和减少职业病危害，

保障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 

二、治理范围 

本次专项治理行动的范围为存在粉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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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冶金、化工、建材和汽车制造、蓄

电池生产、制鞋、电子制造、木质家具制造等各重点行业领域

10 人以下工业企业的专项治理工作由各县（区）、各管理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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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自行安排部署。 

三、目标任务 

到 2025 年底，治理企业工作场所作业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粉尘、化学毒物、噪声岗位合格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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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步骤安排 

（一）安排部署阶段（2022 年 1 月-5 月） 

1.确定治理企业。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区)要密切同

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调取辖区工业企业名录及相关信息，

结合本辖区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职业病及危害因素监测等情况，建立健全治理企业台账，补

充完善治理企业基本信息，核实确定辖区内治理企业，其中，近

三年未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的企业直接纳入治理范围。 

2.制定治理方案。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区)要结合本

地区实际和治理企业情况，总结和借鉴“十三五”时期专项治理

工作经验和做法，细化、优化本辖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确定年

度治理任务、目标及详细的时间表，明确具体的治理方法、措施

和整改时限、责任要求。 

（二）治理整改阶段（2022 年 6 月-2025 年 5 月） 

1.严格治理整改。治理企业要依法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专项治理行动要求。治理企业应针对职业病危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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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岗位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整改方案应当包括超标岗位名

称、超标原因、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资金投入等。治理企业应

根据整改方案开展治理工作，优先采用工程技术措施，从源头减

少和降低职业病危害，使作业岗位危害因素浓（强）度达到限值

要求。对于采取工程技术措施不能使作业岗位危害因素浓（强）

度达到限值要求的，治理企业必须采取个体防护、减少作业时间

等管理措施，降低劳动者接触水平，并切实做好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职业健康检查等工作。针对管理措施是否满足防护要求，

治理企业应组织开展评价工作，形成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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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企业应在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专项治理模块中

提交评价报告、检测报告等相关材料。 

2.加强督促指导。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区)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治理企业的督促指导，积极探索职业健康托管

式服务、“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等帮扶模式，实施中小微企业专

项治理帮扶。对治理积极、成效显著的治理企业，鼓励其持续改

进提高；对治理不到位的治理企业，督促其加大治理力度；对于

治理后职业病危害因素仍超标且整改无望的治理企业，要依法停

止相关作业或提请当地政府予以关闭。 

专项治理行动期间，实行“半年调度、年度总结”制度。各

县（区）、各管理区(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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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要上报半年工作进展情况，包括辖区工业企业总数、开展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企业数量、存在危害因素超标企业数量、纳入专

项治理企业数量、已整改到位企业数量等。市卫生健康委每半年

对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区)专项治理行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指

导。 

3.做好年度总结。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区)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年度总结工作，于每年 10 月 30 日前将本年

度工作总结以及下年度专项治理方案报送市卫生健康委（联系

人 ： 郑 花 梅 ， 联 系 电 话 ： 0376-6612116 ， 邮 箱 ：

xyswjwzyjkk@163.com）。年度总结报告应重点突出、数据详实，

主要包括年度工作进展情况、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下年

度工作打算等。市卫生健康委每年对全市专项治理行动进行总结

和通报。 

（三）全面总结阶段（2025 年 6 月-11 月） 

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做好全

面总结工作，客观评价和总结专项治理工作成效。各县（区）、

各管理区(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请于 2025年 9月 10日前将

专项治理工作总结报告报送市卫生健康委。总结报告包括治理工

作开展情况、典型经验做法、取得成效等。市卫生健康委将组织

对专项治理行动进行总体评估和全面总结。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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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专项治理行动，充分认识专项

治理行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周密

部署，精心安排，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治理方案，细化治理工作

任务，认真组织实施，确保专项治理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

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以超标作业

岗位为重点，以落实工程防护措施为关键，加大对现有设备设施

升级改造力度，积极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提高设备机

械化、自动化水平，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和材料。对于无法采取

工程技术措施，或工程技术措施无法使危害因素浓（强）度达到

标准要求的治理企业，要督促其加强个体防护等措施，保护劳动

者健康权益。要强化存在粉尘、化学毒物、噪声危害因素小微企

业的专项治理，探索推行职业健康“网格化”管理模式，开展小

微企业管理帮扶行动，督促其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定责任。 

（三）分类指导，统筹推进。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

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根据治理企业职业病危害程度及防治水

平进行分类指导。对于超标严重、防治水平低的治理企业进行重

点指导；对于专项治理效果好、防治水平高的治理企业，鼓励其

创建“健康企业”。要统筹安排专项治理检查工作与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工作，避免重复交叉，提高监管效率。各级疾

控中心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加强对治理企业的技术指导，

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强化质量控制工作，为专项治理行动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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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技术保障。 

（四）广泛宣教，营造氛围。各县（区）、各管理区(开发

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平台，采取多种方式，

广泛宣传专项治理行动的重要性，动员治理企业积极开展专项治

理行动，增强主动性和能动性，营造良好的治理工作氛围。要及

时组织报道和宣传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以点带面，促进专项治理行动持续深入开展。 

 

附件：1．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卫生检测情况统计表 

2．用人单位开展职业病危害申报及职业健康检 

查统计表 

3．粉尘、化学毒物或噪声超标用人单位职业病统 

计表

https://oss.henan.gov.cn/typtfile/20220208/23ea73c3eac4459a9917b4c8a00d6884.doc
https://oss.henan.gov.cn/typtfile/20220208/0294dc062e094c97835efebb8f6edea3.doc
https://oss.henan.gov.cn/typtfile/20220208/0294dc062e094c97835efebb8f6edea3.doc
https://oss.henan.gov.cn/typtfile/20220208/c93c2895005f4b31b9ed787013fa9dbf.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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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卫生检测情况统计表 

（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用表）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地市

（县、

区） 

用人单位 
社会统一信用代

码 
行业 规模 

职业卫生三同

时开展情况 

最近一次

职业卫生

检测时间 

存在超标

岗位及数

量 

超标岗位 超标危害因素 具体超标原因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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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用人单位开展职业病危害申报及职业健康检查统计表 

（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用表）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地市（县、区） 用人单位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行业 规模 

职业病危害申

报（已申报填

“1”，未申报

填“0”） 

最近一次职业

病危害申报时

间（年月日） 

最近一次开

展职业健康

检查时间

（年月日）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名称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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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粉尘、化学毒物或噪声超标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信息表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统计表（1）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地市

及县

区 

用人单位名称 

接

害

工

人

人

数 

外

委

接

害

工

人

人

数 

最近

一次

职业

病危

害因

素检

测时

间（年

月日） 

最近一次检

测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

构 

检测

结果

是否

有超

标（有

超标

填

“1”，

无超

标填

“0”） 

最近

一次

职业

病危

害申

报时

间（年

月日） 

最近

一次

职业

健康

检查

时间

（年

月日） 

最近一次职

业健康检查

机构 

近 3 年职业健康检查 

拟采取

的整改

措施 

整改

时限 

整改投

入资金 

是否有

职业禁

忌证（有

填“1”，

无填

“0”） 

是否有疑

似职业病

（有填

“1”，无

填“0”） 

是否有

职业病

（有填

“1”，

无填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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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岗位超标防尘、防毒、防噪设施设置情况统计表（2）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名称 
超标岗位 

 

可能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 
防尘设施 

防尘设

施设置

位置（数

量） 

防尘设施具

体参数 
防毒设施 

防毒设施

设置位置

（数量） 

防毒设

施具体

参数 

防噪设施 
防噪设施设置

位置（数量） 

防噪设施

具体参数 
评估结论 

             

             

             

             

             

             

备注：本表内统计的防尘、防毒、防噪设施均为能正常运行的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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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岗位超标防尘、防毒、防噪个体防护用品配置情况统计表（3）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名

称 

超标岗

位 

 

可能存在

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防尘防护

用品 

防尘防护

用品发放

周期及数

量 

防尘防护用

品具体参数 

防毒防

护用品 

防毒防护用品发

放周期及数量 

防毒防护

具体参数 

防噪防

护用品 

防噪防护用品发

放周期及数量 

防噪防护用

品具体参数 

评估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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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粉尘超标岗位治理前后基本情况统计表（4）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用人单

位名称 

岗

位 

 

工作

班制 

作业

人数 

检

测 

因

素 

个体/定

点 

（检测地

点） 

现有防

尘设施 

现有个体

防护用品 

治理前岗位 

检测结果 1 

治理后防

尘设施 

治理后个体

防护用品 

治理后岗位 

检测结果 2 

整改

结论 

游离

SiO2 

含量

(%) 

 

CSTEL 

(mg/m3) 

 

CTWA 

(mg/m3) 

 

游离

SiO2 

含量

(%) 

 

CSTEL 

(mg/m3) 

 

CTWA 

(mg/m3) 

 

                 

                 

                 

                 

                 

备注：检测因素：按粉尘性质具体填写，如煤尘、矽尘、石棉粉尘、水泥粉尘、石灰石尘、其他粉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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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化学毒物超标岗位治理前后基本情况统计表（5）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

名称 

岗

位 

工作班

制 

作业人

数 

检

测 

因

素 

个体/定点 

（检测地

点） 

现有防毒

设施 

现有个体防护

用品 

治理前岗位 

检测结果 1 

治理后防毒

设施 

治理后个体防护

用品 

治理后岗位 

检测结果 2 

整改结

论 
CSTEL 

(mg/m3) 

 

CTWA 

(mg/m3) 

 

CSTEL 

(mg/m3) 

 

CTWA 

(mg/m3) 

 

               

               

               

               

               

               

备注：检测因素按化学毒物种类具体填写，如苯、铅及其化合物、锰及其化合物、其他毒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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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噪声超标岗位治理前后基本情况统计表（6）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用人

单位

名称 

岗

位 

 

工作

班制 

作

业

人

数 

检

测 

因

素 

个体/

定点 

（检测

地点） 

现有

防噪

设施 

现有个

体防护

用品 

治理前检测结果

1[dB(A)] 
治理前岗位检测

结果 1[dB(A)] 

(LEX,8h/ 

LEX,40h) 

现有

防噪

设施 

现有个

体防护

用品 

治理后检测结果

2[dB(A)] 
治理后岗位检测

结果 2[dB(A)] 

(LEX,8h/ 

LEX,40h) 

整

改

结

论 

样

本

1 

样

本

2 

样

本

3 

平

均

值 

样

本

1 

样

本

2 

样

本

3 

平

均

值 

                     

                     

                     

备注：表内平均值=（样本 1+样本 2+样本 3）/3；岗位检测结果由检测结果和该岗位作业工人在每个检测地点的接

噪时间来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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