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职业病防治工作总结汇报 乡镇职业
病防治工作总结(实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
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基层职业病防治工作总结汇报 乡镇职业病防治工作
总结篇一

国家卫生计生委配合^v^常委会修订了《职业病防治法》，
组织修订相关部门规章。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联合编制《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xx-20xx年)》，以^v^
办公厅名义印发，引领各地做好“十三五”时期职业病防治
工作，提出了到20xx年职业病防治的总体目标和工作指标，
明确了主要任务及实施举措。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制定了
《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和《职业病危害治理“十三
五”规划》，修改完善了《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作业职业病
危害防治条例》草案。提高职业卫生标准、放射卫生标准和
职业健康技术标准的效率和质量，制定了《局部排风设施控
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等7项职业健康技术标准。

1 配合修订了《职业病防治法》;

2 编制《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xx-20xx年)》;

5 制定了：

等7项职业健康技术标准(安监总局)。

国家卫生计生委继续加强各级职业病防治机构能力和服务体



系建设，举办两期全国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管理培训班，不
断提高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服务水平，确保为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提供方便优质的职业卫生服务。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10
个部门出台了《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指导
各地简化诊断程序，强化全流程规范管理，方便劳动者接受
职业健康服务，切实保护农民工职业健康和相关权益。

1 两期培训班(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卫计委)。

2 出台《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

各地主动关闭粉尘危害严重、不具备防治条件的小矿山、小
水泥、小冶金、小陶瓷、小石材加工等企业。要建立粉尘危
害企业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企业坚决予以曝光。

[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点]。

各级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安全监管等部门和工会
组织要针对当前农民工尘肺病诊断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研究制订具体办法，简化诊断程序，缩短诊断时间，切实解
决农民工尘肺病诊断的实际困难。对诊断有争议的，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鉴定。

[简化诊断程序好像还都没出台，其余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
点]

对于未参保尘肺病农民工，由用人单位依法支付其各项工伤
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先行支
付，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向用人单位追偿。

[其余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点]

未参加工伤保险，且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无法确认劳动关



系的尘肺病病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按规定享受基本医
疗保险相应待遇，并可向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
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各地要落实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
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尘肺病农民工纳入大病保险和城乡医
疗救助体系。上述保障制度仍不能解决医疗救治问题的，要
采取多种措施，使其获得医疗救治。各级民政部门要将符合
条件的尘肺病农民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
助范围。对尘肺病农民工遭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
生活困难的，应当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各地要出台优惠政
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
的传统美德，为尘肺病农民工献爱心、送温暖，逐步形成政
府救助与社会关爱相结合的工作格局，共同解决尘肺病农民
工的生活困难。

[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点]。

[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点]。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积极指导和推动做好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工
作，20xx年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用人单位395289家，
下达执法文书284523份，行政处罚10487万元，较20xx年分别
增长、、。对6个省的39家建设单位执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三同时”制度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发现问题358项，
下发了专项检查情况通报，并责令相关企业立即予以整改。
加强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管，及时向社会公开通报，
并责成有关省市依法严肃处理。

处罚力度大幅度增强(安监)。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陶瓷生产和耐火材料制造企业
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对15个省(区、市)进行督导，起草下发
《陶瓷生产和耐火材料制造企业粉尘危害治理工作监督检查
要点》，为各地开展监督检查提供了依据。以尘毒危害严重
的企业为重点，开展尘毒危害治理示范企业创建活动，以点



带面，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尘毒危害治理。组织开展工业企业
粉尘和化学毒物危害状况抽样调查，共抽查32个省级单位118
个县(市、区)的29351家工业企业，涉及劳动者2815088人，
形成了《工业企业粉尘和化学毒物危害状况抽样调查报告》。

专项整治：陶瓷生产和耐火材料制造企业粉尘危害治理，效
果显著(安监)。

国家卫生计生委继续做好职业病报告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
职业病报告质量和时效性，组织编写《职业病报告信息管理
规范》。进一步推进中央转移支付职业病防治项目，开展重
点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
等三项监测工作，对工作效果施行量化考核，组织省份间交
叉督导检查。组织支持西藏自治区开展放射卫生监测工作，
帮助西藏弥补了工作空白。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加强职业病防治机构建设，目前全国共有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3497家，职业病诊断机构580家，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1209家。

1 编制《职业病报告信息管理规范》(卫计委)。

2 开展重点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医疗卫生机构医用
辐射防护等三项监测工作，支持西藏自治区开展放射卫生监
测工作(卫计委)。

3 目前(20xx年年底?)全国共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3497家，职
业病诊断机构580家，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1209家(安监、
卫计委)。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和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印发《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通知。各地以“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为主题，出动宣
传人员7万余人次，举办研讨会、报告会、知识讲座等9000余
场，参加现场咨询万人次，发放宣传材料1437万余份。制作



下发《〈职业病防治法〉系列宣传光盘(20xx年)》5000套，
在《^v^》《中国安全生产报》刊发10个专版。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推动“中国职业健康”微信平台建设，各级安全监管部门
培训职业健康监管人员21788人次，组织培训企业负责人、职
业健康管理人员122万人次，培训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1259
万人次。国家卫生计生委积极拓展职业健康管理内涵，搭载
健康城市平台，推动健康企业建设，编制相关指导文件。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做了很多事情。

基层职业病防治工作总结汇报 乡镇职业病防治工作
总结篇二

一是营造氛围。动员社区，依托当前职业健康工作重点，充
分运用宣传栏、宣传横幅、微信群、qq群等形式，多方位、多
角度、多层次宣讲职业病防治知识，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
广泛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二是注重实效。整合安环局全部力量，建立4个检查组，根据
全年安全生产执法计划，结合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方案，坚持
“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等方式，督促企业自觉承担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加强对员工的宣传和培训，加
大对职业病防治设施设备的投入，督促职工正确佩戴合格防
护用品，做好职业病的防范，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是部门联动。借助《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联合安环局、
综治办、计生办等多部门，以《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和配套规章、标准、劳动者应当依法享有的`职业卫生保护权
利；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
常见职业病防治科普知识等为活动内容，持续扩大职业病宣
传周活动影响力，为辖区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形势持续稳定
好转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四是强化执法。要求企业完成职业健康基本工作要求与评估
工作，对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企业，特别是作业现场职业病
危害因素浓度严重超标但未采取有效工程或个体防护措施的、
作业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严重超标但未进行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的、未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定期检测的、
未按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等方面进行执法检
查。

基层职业病防治工作总结汇报 乡镇职业病防治工作
总结篇三

（一） 进一步完善我院科研与继续医学教育各种管理制度，
细化投稿、进修生、研究生、实习生等各项管理程序，继续
以服务、公正、公开为原则推进各项管理工作。全年共下发
各种通知、公示、公告等35项，科研管理相关工作16项；继
续教育管理工作19项；及时公布新修订的《广东省继续医学
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实施办法》。新的《办法》xx年1月1日起
实施，我院按季度公布全院专业人员获取学分情况，经年终
考核汇总公布全院专业人员学分达标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收到良好效果。

（二） 按上级部门科研工作管理的要求，认真梳理我院在研
的各级科研课题141项，如实填报在研课题的进展情况、经费
开支情况等，进一步加强了我院科研项目的后期管理。我
院xx、xx年度省医学科学基金项目按时申请结题11项；申请延
期2项。

（一） 科研立项正常推进。全年院内立项课题6项。共组织
申报院外各级科研项目30项，已获批准立项12项，其中省医
学科学基金项目8项，省中医药局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
由朱光华副院长牵头申请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
《化学毒物暴露人群生物样品库的建设与运作》通过卫生部
专家评审和答辩，并按财政部要求提交了总额为100万元的经



费预算申报书。我院丘创逸副院长、放射卫生防护所杨宇华
所长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聘为应急管理专家，分别申报的《广
东省突发化学中毒应急资源现状与能力评估体系研究》、
《广东省核辐射突发事件应急医学资源整合与调度研究》应
急管理研究课题均被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准立项，共获补助
经费10万元。

（二） 专科建设取得突破。《毒理实验与应用》批准为省医
学重点专科，获经费支持30万元；《核应急与辐射防护》、
《职业病防治与控制》批准为省医学特色专科，分别获支
持15万元。目前，三个专科正在按计划进行建设，将不定期
接受省卫生厅的考核，三年后终期评估验收。

（三） 科技成果登记取得新进展。黄汉林院长负责的省科技
厅重点计划项目《广东化学中毒突发事故危害评估与医学应
急救援系统》通过成果鉴定，完成科技成果登记工作，并获
成果登记证书。该项目研究成果建立和发展了我国化学中毒
事故、急性职业性危害评估和医学应急救援信息支持综合平
台，具有创新性；危害评估技术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该成果已在我省地级市职防机构推
广应用，为申报科技成果奖奠定了基础。

（四） 知识产权保护有新成果。由我院牵头研制《化学中毒
突发事件危害评估与医学应急救援信息系统》、《职业健康
监护与监测信息系统》已完成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工作，
并首次取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登记号分别为xxsr05677、xxsr26395.我院成功研制的
两个信息系统对处置化学突发中毒事故以及规范职业健康监
护工作将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 国内科研合作开拓新领域。由黄汉林院长负责参与中
国cdc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牵头研究的国家“xxx”重点攻关
项目《卫生安全重要技术标准研制－职业病防治技术标准研
究》、《重金属和有机溶剂对工人健康损害的预防控制研究



－三氯乙烯免疫系统损伤的研究》、《职业卫生安全卫生防
护干预试点（who）》，共获得科研资助经费53万元。目前，三
个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六） 国际科研合作更上一层楼。

1、与日本名古屋大学合作研究的《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发病
机制研究》课题有了新的进展。今年9月日方派出5名实验人
员来我院实验室开展实验工作，11月我院也派出6位学者到日
本参加三氯乙烯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5人在大会发言。
课题双方进一步加强了合作交流。

2、与美国合作开展的《三氯乙烯－甲醛接触工人生物标志物
研究》项目取得新进展，人才培训如期进行。项目负责人唐
小江博士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博士
后研修工作。按协议今后将连续多年派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到美国接受培训，为我院人才建设搭建了新的平台。该项目
已撰写高水平论文三篇，分别投稿国际知名杂志。由于我院
在合作中的良好表现，美方已与我院签订进一步扩大合作的
协议，并邀请我院与基层职防机构共10人前往美国考察，讨
论新的合作事项。

基层职业病防治工作总结汇报 乡镇职业病防治工作
总结篇四

为深入开展“解放思想、两创四敢”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v^精神，宏扬当代女性拼搏进取、敬业奉献的
时代精神。

为把“妇女之家”建设成为叫得响、做得实、效果好的妇联
建设新品牌，真正成为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坚强阵地和深受广
大妇女信赖和热爱的温暖之家，安澜社区坚持以经济发展为
中心，坚持“两手抓”，也即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立
足服务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基层，强力打造巾帼建功、文



明和谐、权益保障三位一体的品牌，为“妇女之家”示范点
的建设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一、以服务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各阶段妇女
工作主线，按照市妇联指定的有关要求，立足基层，为加快
推进“三大定位、四个岱山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巾
帼示范岗”——妇女学校、巾帼健身队、巾帼志愿队等妇女
队伍的创建为载体，选树一批先进典型；通过纪念“三八”
妇女节101周年、开展各项妇女活动。二是促进全村妇女创业
就业。积极了解全村妇女的就业情况，为下岗、失业、困难
妇女提供就业指导和支持。构建系统的学习体系和培训体系，
深入学理论、学政策、学管理、学法律、学科技，通过集中
培训与分批轮训的方式，引导妇女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做
到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

二、以服务妇女儿童切身利益为重点，坚持教育引导和活动
凝聚，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品牌。借“母亲节”之际，关爱母
亲、孝敬长辈，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借“平安家
庭”活动，睦邻里关系，促进村和谐发展；借“六一”儿童
节之际，开展各项活动促儿童身心发展。

三、以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目标，坚持政策推动和救助
帮扶，提供矛盾协调处理和维权服务，着力打造权益保障品
牌。切实提高“妇女之家”的协调能力，积极调解邻里纠纷
和家庭矛盾，协调处理家庭暴力事件，引导妇女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及时接待妇女群众来访，为妇女提供婚姻家庭、
道德规范、心理调适、创业就业政策等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争取多方支持，为留守流动等困境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
和服务。强化维权工作站服务功能，完善服务机制，创新服
务手段，丰富服务内容，提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服务水平；
大力实施“妇女儿童权益维护行动”。

四、以党群共建创先争优为统揽，促进“妇女之家”自身建
设，着力打造“三型”组织品牌。坚持以党建带妇建，积极



拓展“妇女之家”的服务范围，切实把“建家”和“服务”
有机结合起来，以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组织为
目标，力争推进妇女之家的“三型”组织建设，将其打造成
宣传政策的阵地、传播知识的课堂、传递信息的纽带、联系
和服务妇女群众的窗口、展示妇女风采的平台，推动妇联基
层组织建设工作实现新的发展。

总之，2021年安澜社区按照年度工作计划，立足新起点，激
发新活力，团结带领社区妇女致力于“星级妇女之家”创评，
努力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

基层职业病防治工作总结汇报 乡镇职业病防治工作
总结篇五

4月25日至5月1日是《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镇领导高度重视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工作，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工
作实施方案，以宣传落实《职业病防治法》为主线，坚持正
面宣传，贴近群众，进一步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工作责任，精
心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的工作。

为使宣传周活动深入人心，我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突出“职业健康保护。我行动”，利用宣传栏、活动版面、
横幅、印制宣传彩页、微信群、qq等形式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
整个宣传周期间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次数10次，制作宣传咨
询10次，开展警示教育10次，印发职业病防治宣传彩页资
料300余份，宣传受众人数300余人。出动宣传人员20人，现
场解答劳动者提出的健康保护及申请职业病诊断的相关问题，
得到了现场群众的好评，通过微信群传播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用语，宣传职业病防治工作，聚焦尘肺病防治攻坚等重点工
作，让广大群众关注职业病防治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的职
业健康保障。

坚持预防为主，从源头控制职业危害，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
为，明确企业在职业病防治中的法定责任，催促企业建立健



全职业病防治规章制度，指导企业完善职业健康管理是落实
《职业病防治法》的重点工作。结合宣传周对各企业进行了
检查，重点开展职业健康基本情况摸底调查，全面掌握产生
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行业类型、职工总数及接触
各类职业病危害人数、有毒有害作业工人健康监护、企业从
业职员职业健康体检、防护用品的配备使用和企业职业危害
防治设施的落实和企业缴纳工伤保险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现场指导，对部份企业存在的题目依法提出了整改意见。

通过此次宣传周活动，使我们自身受到了一次良好的教育和
提高，认识到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护知识的缺乏和迫切需求，
同时也看到部分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不到位，没有真
正落实和解决根本问题。

尽管本次宣传周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离劳动者所需求
的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宣传普及力度，
多印制切合实际、解答劳动者工作中常见的防护问题、职业
病诊断的相关问题彩页资料，着力于提高广大劳动者对职业
病防护知识及健康维权意识，为保护劳动者健康、促进经济
社会和谐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