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与实施方
案(实用5篇)

方案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
是在组织管理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方案应该
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方案范文，仅
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与实施方案篇一

镇领导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工作，下发了《关于
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文件，制定了工作实
施方案，成立了以副镇长为组长，镇安办工作人员为成员的
工作领导小组，精心组织各相关单位开展《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活动的工作。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为使宣传周活动深入人心，4月25日至5月10日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利用宣传车、宣传栏、黑板报、横幅等形式
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整个宣传周期间全镇共出动宣传车辆3
余次，发放职业病防治宣传资料150余份，制作了宣传栏，张
贴了职业病防治知识和保护农民工健康的宣传图片。

各单位也组织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通过发放职业病防治卫
生知识的宣传资料，耐心接受职业咨询，解答劳动者提出的
健康保护的相关问题，得到了现场职工的好评。

三、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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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看到少数私营企业为谋取短期经济利益，对保护劳动



者健康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潜在的危
害，要充分利用媒体和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使劳动者增强
自我保护能力。

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与实施方案篇二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新修订）
及相关法律法规，按照xx文件精神。公司特制定xx年职业病
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现下发给各部门请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

煤矿职业健康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煤矿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党的xx大精神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按照“源
头治理、科学防治、严格管理”的煤矿职业危害防治工作基
本要求，以保护煤矿职工职业健康为目的，以防治尘肺病为
重点，切实落实职业危害防治主体责任。依法保护职工健康
权益，促进公司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总体目标

在上级部门领导下，加强职业卫生管理，有效控制和消除职
业病危害，保障职工身体健康；进一步建立、完善职业病防
治工作监督管理体系和保障机制，切实落实各部门职业病防
治责任制。结合公司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职业病防
治工作，使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降到最低，严禁超标作业，
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三、职业危害防治计划

（一）组织管理。



公司成立职业病防治工作组织机构和工作机构，职业病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规划、组织、管理全矿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制，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单位要
设置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设立职业危害监督管理人员，制
定工区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措
施。

（二）加强培训和宣传教育。

1.行政管理办公司负责安排公司主要领导、职业健康管理人
员到煤矿安全技术培训机构接受培训；负责制定对作业人员
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危害防治知识培训，上岗前培
训时间不少于4学时，在岗期间培训时间每年不少于2学时，
同时组织好职工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编制培训配档表。职业
卫生办公室负责培训资料、培训内容及安排讲课人员。

2.安全监察室、生产调度室等单位要利用广播、报纸、宣传
栏等媒介或其它形式宣传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和职业病危
害防治知识。

（三）保障职业安全卫生防治经费落实。

1.公司要加大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经费的投入，严格按照规定
提取额足额的职业病防治经费，主要加大在通风设备、瓦斯
监测、矿井防治水、矿井防灭火及综合防尘方面的支出并做
到专款专用。

2.经费用于预防和治理职业危害、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卫生监
测、健康监护和职业安全卫生培训等费用，依据《职业病防
治法》的规定，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3.采购部和库管按规定为职工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四）职业健康监护。



1.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进行统计，进行职业健康查
体，建立健全职工健康监护档案，查体人员名单由劳动保险
部审核。

2.调入本公司的员工，由行政办公室及时通知劳动保险部安
排上岗前职业健康查体，调离本公司的职工和退休职工进行
离岗时健康查体。

3.公司及时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通知到本人。对新发职业病
诊断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按规定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和煤
矿管理部门报告，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
健康损害的职工，由劳动保险部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
善安置。对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的员工，按照体检机构要求
的时间安排其复查和医学观察。

4.个体防护。劳动保险部按照《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
用品配备标准》规定，为接触职业危害的从业人员配备符合
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所有接尘人员在作业场所都要佩戴矿
配备的防尘口罩，并根据规定的周期和型号更换滤膜。所有
接触噪声的人员要佩戴防噪耳塞，做好自我保护。

（五）粉尘、噪声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

1.粉尘防治计划及措施。

（1）认真落实《综合防尘管理制度》，根据巷道开拓进度，
按照要求及时延伸各巷道防尘管路，并划分防尘责任范围，
认真做好巷道冲刷工作。

（2）新购置的粉尘监测仪器必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定
期对使用中的粉尘监测仪器进行校核；不合格的仪器要及时
进行维修和报废。

（3）按照要求，及时回撤采煤工作面顺槽、安装煤巷掘进顺



槽的各辅助隔爆水棚，并定期检查维护。

（4）井下作业现场防尘设施必须齐全、灵敏可靠，使用正常，
否则不得生产。

（5）在回采工作面生产期间，分别对工作面按照设计进行洒
水降尘，掘进工作面在距迎头100m范围内第二道全断面喷雾
外1m处安设一道全断面捕尘网，随迎头掘进及时挪移喷雾及
捕尘网。迎头产尘作业时开启喷雾，配合捕尘网除尘。需喷
浆作业的综掘巷道，喷浆机必须在捕尘网上风侧作业。

（6）采掘工作面放炮必须按规定使用炮泥和水炮泥；放炮地
点20m以内放炮前后必须洒水、冲刷巷帮；放炮必须使用放
炮远程喷雾装置。

（7）有关部门调研防尘、降尘、除尘新设备，如自动喷雾，
负压超细喷雾装置等，在轨道暗斜井，采煤工作面回风顺槽
距工作面煤壁30m、100m范围内，在掘进工作面距迎头距离
不超过50m处安装负压喷雾。

（8）严格执行《关于防尘责任范围及管理标准的规定》，对
巷道煤尘进行冲刷，冲刷记录由施工单位负责认真填写，并
保存备查。

（9）防尘系统图、防尘设施牌板、测尘台帐、防尘管路台帐、
采掘工作面防尘设施台帐、防尘设施管路检查记录；巷道冲
刷记录、隔爆设施台帐由责任单位负责整理并保存，要求数
字准确、整齐、清楚，并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

（10）进行“粉尘游离二氧化硅检测”、“粉尘分散度检
测”。

（11）煤场加强浮煤的清理，对场区及落地煤堆实行喷雾降
尘。



2.噪声控制计划和措施。

（1）局部通风机等噪声大的设备加装消声器降噪。

（2）噪声大于85db（a）的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必须配戴防噪
声耳塞；当作业场所噪声大于90db（a）时应采取降低作业场
所噪声的措施。风钻、锚杆机使用消音罩。

3.有害气体防治措施。

（1）加强井下各种监测监控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监测监
控设施的正常运行。

（2）加强通风管理，合理配风，不断优化通风系统。做好测
风旬报，月报编制，及时掌握井下通风情况，保证各作业地
点的用风量，严禁无风、微风作业；及时制定月度矿井风量
分配方案，对新掘进的工作面要及时配风，保证用风需要。
加强对局部通风机、主通风机及各类通风设施的管理，确保
各类通风设施设备完好可靠、正常运行。掘进工作面局部通
风机实现“双风机、双电源、自动分风、自动切换”，正常
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的电源必须取自同时带
电的不同母线段的相互独立的电源。风筒吊挂平直，严禁漏
风，保证工作面用风要求。

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与实施方案篇三

优秀作文推荐！为了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学习《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等，
切实维护广大职工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落实职业病防治的
各项措施，结合我矿实际，制定我矿20xx年职业病防治工作
计划和实施方案。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护劳动者健康为根本目的，
认真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等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综合”的方针，坚持“分类
管理，综合治理”的原则，认真履行各部门职责，规范管理，
依靠科技进步，立足煤矿实际，突出煤矿重点，全面推进职
业病防治工作，促进煤炭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维护我矿广大
职工的合法权益。

组长：朱凯

副组长：金云灿

成员：各部室及施工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监站，办公室主任由冯
小丽兼任，具体负责各项工作的开展和监督工作。

我矿的职业危害防治工作，要继续在矿职业危害防治领导小
组的领导下，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结合上级部门有关规定
进行组织实施。

1、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对职业卫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2、全员普及职业病防治法有关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
育

活动，增强职业危害场所作业人员的`责任和权益意识，逐步
提高职工职业卫生素质。

3、加强对我矿职业卫生工作的管理要求，完善职业卫生资料，
落实职业卫生各项工作：

（1）建立健全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真实反映本单位职业卫
生状况，力争建档合格率100%。

（2）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作业场所监测，杜绝急性职业中毒事



故发生。

（3）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确保从事有毒有害作业职工身
体健康。按照相关法律要求对从事有害作业职工进行健康体
检，体检率达到100%。

（4）对存在有害作业因素的场所进行改造，并积极配备相应
的防护用品。

（5）加强对岗前和离岗职业病体检工作的管理，优化入岗和
离岗工作流程，力争实现岗前、离岗职业病体检率达到100%。

（一）生产设备改造、生产工艺改进

1、各开拓、掘进工作面安装先进的降尘喷雾装置，包括湿式
打眼、净化水幕、转载喷雾等。掘进工作面各种喷雾降尘装
置安装结束后必须经机电科、生技科、通防科、安全科验收
合格后，方可组织生产。

场所噪声不得超过85db(a)，大于85db(a)时，必需配备个人防
护用品；大于或等于90db(a)时，必须采取降低作业场所噪声
的有效措施。

3、大型设备降噪主要措施有：主要机房的噪声主要以空气动
力性噪声为主，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噪声源进行隔声、
消声等降低噪声源强。

4、改进机械设计，改革工艺和操作方法，如矿主通风机选用
低噪声轴流式通风机，并安器；对螺杆式压风机、水泵等设
备采用隔声罩，将其电机半围起来，以隔绝机壳风扇噪声向
外辐射的通路；锅炉引风机进出口管道采用软接头，并在管
道上合理布置加强筋以增强刚度，改变钢板振动频率等措施
以减少振动噪声，排气管加器，机炉热控室墙、门均采用隔
声材料，室内噪声控制在65db（a）以下。



（二）防护设施建设与维护、警示标识

1、各采掘工作面及所有产尘点必须实施综合防尘措施，完善
防尘设施，并做到正常使用，由矿“安全员、调度员、材料
员”和通防队瓦检员每班监督检查各种防尘设施的安装使用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和处理。粉尘监测，实时监督井下
重点部位的粉尘浓度变化情况。

2、降噪设施力求结构简单、轻便、可靠，使用寿命在15年以
上；控制噪声所使用的材料，要具有防腐、防潮、阻燃性能。
降噪设施应定期进行检查、防护，比如主通风机消音器、水
泵电机的消音罩等设施每月定期检查一次。

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与实施方案篇四

防治传染病知识培训小结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做
好我镇传染病防治工作，根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和县卫生局、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要求，结合我镇实际情况，我所
于3月5日下午在卫生所会议室召开了传染病防治工作专题培
训会议。本次培训会议应出席对象为辖区内各民营医院业务
院长、各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人共39人，实际到会38人，会
议出席率为97.4。

会议由卫生所所长吴银山主持，并在会议上专题对传染病防
治法、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规范、禽流感防制、艾滋病防治、
网络直报系统数据统计规则等内容的知识培训。()通过培训
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传染病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意识，提高
了对禽流感、艾滋病等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
认识，同进对传染病网络直报等工作流程按要求进行了统一，
培训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培训结束后，进行了艾滋病防制知识测试，合格率达到了100。



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还将进行霍乱、手足口病、病毒性肝炎
等传染病专题知识培训，使得业务水平和操作技能得到进一
步提升，控制传染病在我镇的爆发流行和传播，从而使全镇
传染病防治工作做得更好更实，为全镇人民广大群众的身体
健康作出应有的努力和东贡献。

**县掘港镇卫生所

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与实施方案篇五

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加强我矿职业病防治工作，提高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切实保障职工身体健康与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的规定，结合实际，特制定20xx年职业病防治计
划与实施方案。

一、目的意义

职业卫生防治工作关系到广大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
好职业卫生工作，让所有职工享有安全、健康、舒适的工作
环境，身心受到应有的关爱与保护，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是
维护广大职工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为切实加强职业病防治
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卫生方针，以“分类
管理、综合治理”为原则，控制作业场所中的职业危害因素，
预防职业病和重大职业卫生事件发生，减少职业危害因素对
职工健康的影响。

二、规划目标

（一）目标

使我矿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程度明显减轻，控制职业病危害
因素，达到国家职业卫生要求的限度，杜绝重大职业病危害
事故，保障职工健康及其相关权益；进一步建立、完善职业



病防治工作监督管理体系和保障机制，落实各部门职业病防
治责任制，建立职业卫生激励机制；积极预防、控制危害职
工健康的职业病和重大职业中毒事故，提高对重大职业中毒
的快速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

（二）指标

1、职业卫生管理指标：矿井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职业卫生监
测达到合格；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达到市级质量标准化。

2、职工职业健康保护水平指标：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监护率
为100%；定期职业健康检查监护率为100%；离岗时职业健康
检查监护率为100%。

3、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水平指标：作业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监测率100%；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达标
率80%以上。

4、职业病控制水平指标：尘肺病（矽肺、煤工尘肺）发病率
为零；杜绝急性、快进型尘肺病（矽肺）事件发生；杜绝急
性职业中毒事件发生；杜绝噪声性耳聋和振动病的发生；杜
绝其他重大职业卫生事故发生。

5、职业病人权利及相关权益保障指标：职业病人治疗率达
到100%；职业病人妥善安置率达到100%；职业禁忌症的职工
调离岗位率100%。

（三）工作进度时间安排：

20xx年3月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20xx年5月组织全体职工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20xx年12月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完成20xx
年度矿井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工作及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评价工作。

20xx年12月底以前完成职工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三、工作计划和实施措施

（一）组织领导

矿职业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规划、组织、管理全矿的职
业病防治工作，建立有分管领导、医务所、安全科、技术科、
机电科、调度室、等单位参加的定期职业卫生工作现场检查
和工作协调会议制度。各单位应各司其责，相互沟通，建立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链，逐步建立和完善矿职业病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管理、各科队具体负责、上级安监和卫生行政部门监
督的职业病防治机制。

（二）保证职业安全卫生防治经费落实

1、矿加大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经费的投入。

2、用于预防和治理职业危害、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卫生监测、
健康监护和职业安全卫生培训等费用，依据《职业病防治法》
的规定，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三）职业卫生基本资料的收集和存档

矿职业病防治工作办公室负责职业卫生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工
作，各单位将职业卫生方面的有关文件、资料及时送矿职业
病防治办公室存档。

职业卫生档案的主要内容：



1、生产工艺流程，由技术科报送。

2、职业卫生健康教育培训资料，包括培训形式、培训内容、
培训人数、考核考试等内容，由教育科报送。

3、职业危害因素接触资料，包括职业危害因素种类和分布、
接触人群情况等内容，由通防科报送。

4、职业危害因素监测资料，包括粉尘、co、co2、瓦斯、噪声
等职业危害因素定点、定时检测、评价情况，由通防工区报
送。

5、职业危害防护措施资料，包括职业卫生防护设备和应急设
施的安装运行管理情况，由机电科报送；个人防护用品发放
和使用情况等资料，由企管劳资科报送。

6、职业健康检查资料、职业健康监护评价资料、职业禁忌人
员及其安置处理、职业病病人管理等资料，由医务所报送。

7、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情况，由调度室报送。

8、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资料，包括职业卫生方面的法律、
法规、规章、标准以及规范性文件等，由医务所报送。

（四）职业卫生健康培训教育和宣传

加强职业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
是职业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预防职业病的重要手段，
不仅能提高各级管理人员和职工对职业卫生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提高贯彻执行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自觉性，而且还
能使职工掌握职业卫生防护的科学知识，增强职工职业病的
防范意识。

安全科负责安排矿主要领导、有关管理人员接受职业卫生培



训，取得职业卫生培训合格证。

计划20xx年5月对全员职工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培训内容为职
业卫生与职业病、粉尘、噪声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危害和个人
防护、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方法及其维
护等。

安全科组织好职工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编制培训配档表。医
务所负责培训资

料、培训内容及安排讲课人员，并聘请职业卫生方面的专家
来矿讲课。将培训资料、培训考勤、试卷及考试分数整理存
档。

（五）粉尘、噪声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

认真执行《裕隆富祥煤矿综合防尘管理制度》，完善各类职
业卫生防护设施设备并坚持正常使用。

1、粉尘防治计划及措施

综采放顶煤工作面开采强度大、产尘尘源多、粉尘浓度高，
因而对粉尘的治理难度大。采煤机割煤产尘不仅量大，而且
颗粒细，多为细尘及微尘，加之采煤机道的风速远高于架间
及放煤道，因此采煤机产尘难于沉降，影响范围大。

（1）煤层注水

煤层注水是国内外公认的减少粉尘产生的较好技术措施，尤
其是对综采放顶煤工作面，还具有软化煤体，提高煤炭回收
率的作用。通防工区、技术科、安全科要加强煤层注水的监
督管理，努力降低采煤工作面的产尘量。

（2）加强综采工作面的粉尘防治，采煤机上设置负压二次降



尘装置和内外喷雾、液压支架安设移架和放煤自动喷雾降尘。

2、个体防护

所有接尘人员在作业场所都要佩戴矿配备的防尘口罩，并根
据规定的周期和型号更换滤膜，做好自我保护。

3、噪声控制计划和措施

作业场所噪声不应大于85db(a)，大于85db(a)的作业场所，作
业人员必须配戴防噪声耳塞。作业场所噪声大于90db(a)时应
采取降低作业场所噪声的措施。风机使用消音器。

4、有害气体防治措施

（1）矿井有害气体的防治主要针
对ch4、co2、co、no2、so2、h2s以及电气焊作业时产生的有害
物质。

井风量和工作面风量能够满足稀释各种有害气体的需要，使
之能够达到安全浓度。加强瓦斯等有害气体的监测，发现瓦
斯局部超限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

（3）安全监测监控中心加强井下各种监测监控设施的管理和
维护，确保监测监控设施的正常运行。

（4）电气焊作业操作人员在施工中应注意施工作业环境的通
风或设置局部排烟设备，使作业场所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浓度
控制在国家卫生标准之下，在难以改善通风条件的作业环境
中操作时，必须佩戴有效的防毒面具或防毒口罩。

（六）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监测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是掌握本矿职业病危害情况和



程度的重要手段，并为职业病危害治理、有害作业场所防护
措施评价、职业病危害评价、急性职业中毒事故调查提供客
观公正的卫生依据。由通防工区定期对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

1、粉尘监测：粉尘监测由通防工区专人负责。通防工区要开
展工班个体呼吸性粉尘采样工作，了解各工区、各岗位工种
职工8小时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twa)值。国家已取消了粉
尘短时间接触限值(stel)的表示方法，测尘人员对定点监测的
粉尘浓度换算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并要按照国家职业
卫生《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1-20xx》的标准
评定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

通防工区要按照本制度制定每月的测尘计划，合理布局测尘
点。

（1）总粉尘定点监测，井下每月测定2次，井上每月测定1次；

（3）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每六个月测定1次，在变更
工作面时也应当测定1次；

（4）粉尘分散度，每6个月测定一次。

监测人员要详细记录样品名称、样品编号、采样地点、采样
时间、采样流量、采样方法、所用采样仪器名称等，同时测
定现场温度、湿度、气压、风速等气象条件。根据检测结果，
编制《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报告书》，报告书应由编制人、审
核人、单位负责人签字。将一份报告书交矿职业病防治办公
室存入职业卫生档案。

通防工区监测的粉尘、瓦斯、co等数据进行汇总，将监测结果
向职工公布，使职工对本矿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情况有所了
解，从而加强自我保护。



2、矿区噪声由机电科委托职业卫生服务机构每年至少测定1
次。

3、定期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和评价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监测的规
定，20xx年元月已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完成
了20xx年度矿井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及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评价工作。

（七）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健康监护是针对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职工而开展的特殊
规范性体检，目的是了解职工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职业禁
忌症、职业损害、职业病和职业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
以便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减少或减轻职业损害。

计划20xx年10月底前对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查体，建立健全职
工健康监护档案。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进行在岗
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查体人员名单由企管劳资科提供，各
工区根据职工的工作情况排好查体时间表，医务所和企管劳
资科具体负责安排查体事项。

调入本矿的工人，由企管劳资科及时安排上岗前职业健康查
体，调离本矿的职工和退休职工进行离岗时健康查体。

对新出现的职业病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由医务所按规定及
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
相关的健康损害的职工，由企管劳资科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
并妥善安置。对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的职工，按照体检机构
要求的时间安排其复查和医学观察。

四、监督检查



为加强职业卫生防治工作，强化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管理，使
各项职业卫生工作落到实处，使掘进工作面、采煤工作面及
各转载点等防尘设施、防噪设施达到质量标准化，加大职业
卫生监督检查力度，矿将组织有关人员对作业场所每月进行
一次职业卫生检查，对职业卫生工作较差的单位进行处罚，
将职业卫生纳入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和六好区队的评选考核范
畴，职业卫生不达标的单位，取消参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