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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给水排水系统安全
管理指南

4 管理要求
4.1 人员管理
4.1.1 人员架构
应明确管理组织架构，按照五

级设置，具体架构为医疗和疾控机
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分管负
责人（主管院领导）→主管部门负
责人（处长、科长）→给水排水系统
管理负责人（班组长）→操作运行
人员。

4.1.2 主管部门负责人职责
4.1.2.1 对给水排水系统运行

管理负领导责任。
4.1.2.2 组织给水排水系统管

理和运行操作规章制度的制订。
4.1.2.3 负责给水排水系统运

行管理人员、运行操作人员的配备

和相关设施设备的配置。
4.1.3 给水排水系统管理负责

人职责
4.1.3.1 全面负责给水排水系

统运行的技术管理。
4.1.3.2 参与给水排水系统前

期设计、施工监督和验收。
4.1.3.3 制订给水排水系统运

行管理的规章制度、应急预案，并
组织实施和定期演练。

4.1.3.4 编制给水排水系统设
备运行手册。

4.1.3.5 收集使用部门、运行操
作人员反馈的相关问题及需求。
对影响给水排水系统存在的问题
及火灾、人身安全等隐患进行整
改，并向主管领导报告。

4.1.3.6 拟定年度工作计划、编
制预算。

4.1.3.7 应对危险源进行识别
并制订清单，按相关规范进行管
理。

4.1.4 操作运行人员职责
4.1.4.1 运行操作人员必须取

得《健康证》方可从事供水设备的
操作运行工作，严禁无证操作。

4.1.4.2 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
度及操作规程，熟悉给水排水系统
设备的工作原理、性能等，确保给
水排水系统安全、经济运行。

4.1.4.3 负责操作给水排水各
类设备运行和对机房内各类设备
设施进行维护保养。

4.1.4.4 有权制止任何人违章
作业，拒绝接受任何人违章指挥。
严禁外来人员未经许可而进入二
次供水机房。

4.1.4.5 正确处理各种事故隐
患，一旦发生事故，立即向管理人
员报告，按照事故预案处理程序处
理，保护现场，做好记录；协助安全
管理部门查明事故原因，落实解决
办法及改进措施。

4.1.4.6 认真填写相关运行记
录、交接班记录、巡视检查记录、人
员出入记录等。

4.1.4.7 正确使用各种防护用
具和消防器材。

4.1.4.8 着工作装上岗，保持工
作环境整洁。

4.1.5 给水排水系统培训要求
4.1.5.1 管理部门应制订给水

排水系统年度培训计划，并组织培
训及考核。

4.1.5.2 安全培训应包含火灾、
急救、有限空间、水质污染等内容。

4.1.5.3 技术培训应包含水质
要求、给水排水系统设备等。

4.1.5.4 培训记录应字迹工整、
内容完整。

4.1.5.5 培训内容需考核的应
全部合格。

4.1.6 劳动保护的要求
4.1.6.1 污水处理过程中处理

设备的操作、设备的维修以及污
泥、废气的处理处置过程等环节都
易对环境及人体产生危害，因此应
对污水处理站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及工作人员的职业卫生和劳动保
护予以重视。

4.1.6.2 所有操作和维修人员
必须经过技术培训和生产实践，并
持证上岗。

4.1.6.3 传染病医院污水处理
站应当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
措施，为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配备
必要的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
查；防止受到健康损害。

4.1.6.4 传染病医院污水处理
站应制订并实施有效的职业卫生
程序，包括必要的免疫防治、预防
过度暴露于有害环境中的措施以
及医疗监督。

4.1.6.5 传染病医院（含带传染
病房综合医院）位于室内的污水处
理系统必须设有强制通风设备，并
为工作人员配备全套工作服、手
套、面罩、护目镜和防毒面具。

4.1.6.6 工作人员应当注重个
人卫生，应配备有方便工作人员进
行清洗的设施（配备洗手液、温
水），而且应对工作人员进行个人
卫生方面的知识培训。

4.1.6.7 对于污水处理站的密
闭系统，应配备监测、报警装置，并
有一旦发生事故时的应急措施。

4.1.6.8 工作场所应该备有急
救箱。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
供）

漯河市

安排部署
营养健康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明
杰 通讯员刘卫光）10
月 10 日，记者从漯河市
卫 生 健 康 委 组 织 召 开
的 全 市 医 疗 机 构 营 养
健 康 工 作 会 议 上 了 解
到，漯河市卫生健康委
安 排 部 署 全 市 卫 生 健
康系统营养健康工作，
全 力 提 升 卫 生 健 康 系
统营养健康水平，保障
卫 生 健 康 系 统 营 养 健
康工作质量。

对于做好下一步营
养健康工作，漯河市卫
生健康委要求，疾控机
构 要 进 一 步 细 化 营 养
健康工作职责，建立健
全 营 养 健 康 工 作 相 关
的规章制度，做好营养
指 导 员 的 培 训 组 织 工
作，加大对营养指导员
的 培 养 力 度 。 全 市 二
级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要 切
实 加 强 临 床 营 养 科 建
设，尽快建立较为完善
的营养健康人才队伍，
加快配足营养指导员；
要 加 强 食 堂 营 养 健 康

管理，规范建设营养健
康食堂，鼓励由临床营
养科垂直管理食堂；要
利用重点时节、针对重
点 人 群 、选 择 重 点 场
所，利用官方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平台等高频
次、高质量发布科普文
稿和视频，创建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科普栏目；
要围绕主业主责，聚焦
重大中毒事故、食源性
疾 病 预 防 和 饮 食 营 养
健康，持续策划开展宣
传活动，探索性开展漯
河 市 营 养 教 育 科 普 基
地打造工作。各县区、
市 直 各 医 疗 卫 生 单 位
要强化组织管理，结合
实 际 建 立 健 全 相 关 工
作机制，要加大营养健
康人才培养力度，制订
人 才 培 养 和 岗 位 培 训
计划，不断提高营养专
业 相 关 人 员 的 业 务 素
质和专业水平，要做好
顶层设计，主动将营养
健康工作融入漯河“三
城”建设。

开封市

举行突发急性传染病
防控队伍拉练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治

平 通讯员姚阳光）10
月 10 日 ，开 封 市 举 行
2024 年全市突发急性传
染 病 防 控 队 伍 拉 练 活
动，进一步推动全市突
发急性传染病卫生应急
队伍建设，检验装备设
备 性 能 和 综 合 保 障 能
力，提升应急队员业务
水平和综合能力素质。
来自开封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突发急性传染病
防控队队员及全市各县
区的基层传染病应急队
员 参 加 了 此 次 拉 练 活
动。

此次拉练活动根据
应 急 队 伍 能 力 建 设 需
求，重点围绕体能训练、
队列训练、急救知识、心

理健康及野外生存等方
面进行培训，同时还有
应急管理、监测预警、应
急装备的使用等培训内
容。通过组织培训、拉
练等活动，切实提升开
封市传染病防控应急处
置能力，切实打造一支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的国家基层
传染病防控应急队伍。

开封市要求，各单
位要以此次拉练活动为
契机，取长补短，查漏补
缺，持续强化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提升队伍硬
件 设 施 和 技 术 装 备 水
平，持续强化人才培养，
全 面 提 升 应 急 知 识 储
备，打造高素质、专业化
的队伍。

↑10月11日，在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人员对“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当天，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市疾病预防控制
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了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警觉意识、应急准备、处置能
力。 王正勋 侯林峰 王中贺/摄

少年骑车摔倒脾破裂
多学科联合化险为夷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 白艳娟

近日，黄河三门峡
医院多学科联合成功救
治了一名15岁创伤性脾
破裂、失血性休克、腹腔
积液的少年。

10 月 6 日 12 时 45
分，患者被紧急送至黄
河 三 门 峡 医 院 急 诊
科。据患者家人讲述，
12 时 30 分左右，男孩在
自 家 小 区 院 内 骑 自 行
车时不慎摔倒，车把手
撞击到腹部，随后男孩
出 现 了 上 腹 部 疼 痛 。
急 诊 科 医 生 宁 宇 仔 细
询问患者病史，并为患
者查体后，初步判断患
者 为 腹 腔 内 脏 器 损 伤
伴 失 血 性 休 克 。 医 院
紧 急 开 通 急 救 绿 色 通
道，召集专家会诊，并
完善检查。

12 时 55 分，腹部超
声检查结果提示患者腹
腔下极异常回声、腹腔
积液，腹腔穿刺结果显
示患者出现腹腔出血。
13 时 13 分，男孩被送往
CT（计算机层析成像）室
进行全腹及盆腔增强检
查，进一步确认其腹腔

积液和脾破裂的具体部
位和严重程度。检查结
果显示肝周、脾周、肝肾
间 隙 及 盆 腔 有 大 量 积
液，脾破裂可能性大。
医生与患者家属沟通病
情后，家属同意接受手
术治疗。

13 时 28 分，男孩被
紧急送入手术室，手术
在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
李赛华主刀下进行。经
过两个半小时的紧张抢
救，手术顺利结束，男孩
也 成 功 脱 离 了 生 命 危
险，麻醉复苏后转入重
症监护病房接受监护治
疗。10月8日上午，患者
病情平稳，转回普通病
房。10 月 11 号，患者康
复出院。

脾破裂是一种严重
的内脏损伤，通常由外
力撞击、跌打等导致，可
引发大量失血，危及生
命。脾破裂的主要表现
为持续性腹痛，并伴有
失 血 性 休 克 症 状 。 因
此，在发生外伤后，应及
时就医，以免错过最佳
救治时机。

本报讯 （记者朱晓
娟 通讯员郑冬冬）10月
11 日，在重阳节来临之
际，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老龄健康大家谈”进机
关活动走进省财政厅，为
离退休老干部、在职干部
职工等开展“重阳话养
生”健康知识讲座和专家
义诊活动。

在讲座环节，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的两位专家围绕老年健
康养护、关爱女性健康等
内容进行分享，为参与者
提供了实用的中医养生
方法和健康指导。

在义诊环节，专家
们为参与者把脉问诊、
解决健康问题，还为参
与者精心准备了秋季药
茶、中药配方点心，让他
们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
化的魅力。

“专家授课通俗易
懂 、内 容 丰 富 、实 用 性
强，有助于我们进行日
常健康养护，提高生活
质量。场外活动形式多
样，我们品尝到了中医
养生饮品和点心，还领
取 了 中 药 香 包 等 小 礼
品，收获多多。”现场一
位参与者对记者说。

河南是人口大省，老
年人口总量大，应对人口
老龄化任务重。健康老
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
成本较低、效益较好的手
段和途径。2024年9月到
10月底，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组织开展“老龄健康大
家谈”进机关、进社区、进
家庭巡讲活动，开展人口
老龄化国情教育、老年健
康政策法规宣讲、老年健
康科普知识讲座等，形成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广泛
共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关
心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
尊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张治平
通讯员吕贵德）近日，安阳市出台

《安阳市医防融合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发挥“医”“防”两大基
础支柱作用，从“工作体系、传染病
防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医防资
源、人才培育、健康教育与促进、数
据平台”等7个方面着手，推进医疗
机构和疾控部门深层次协作和全方
位融合，构建新时代卫生健康保障
体系。

《方案》提出，在加强工作体系

融合方面，市县卫生健康委成立医
防融合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
班，制订医防融合职责清单、工作规
范、技术指南、技术标准、操作手
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建专家
指导组和医防融合管理办公室，城
市医疗集团、专科医联体、县域医共
体在牵头医院设置医防融合工作办
公室，其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成
立医防融合工作办公室。制订医防
融合责任清单、医疗机构公共卫生
责任清单，将医防融合推进情况和

公卫工作履职情况纳入医院等级评
审和评价指标体系。在全市一级以
上医疗机构全部实行疾控监督员制
度。

《方案》强调，要强化不明原因
疾病、聚集性病例、异常健康事件
监测，完善传染病监测网络。加强
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肠道门诊、
呼吸科、急诊科、儿科等重点科室
就诊量及症状监测，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预警。要建立安阳市高血压、
糖尿病、脑卒中、慢阻肺、癌症等五

大防治中心，出台中心管理办法，
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探索构建医防
融合、上下联动的慢性病健康管理
服务模式。要提升疾控机构多病
原检测、病原微生物基因检测等病
原体检定能力，与医疗机构合作拓
展检测检验服务。加强公共卫生
资源的共享，建立全市公共卫生实
验室检测网络，实现区域内疾控机
构 与 医 疗 机 构 检 验 结 果 互 联 互
通。加强医防机构合作开展疾病
监测、医防资源融合、多病共治共

防等方面科研攻关和重大课题申
报。要建立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
人员交叉培训制度，临床医师到
疾控机构交流学习，公卫医师到
医疗机构临床实践，提升专业技
术人员综合能力。要依托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城市医疗集团信息
系统、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县
域医共体信息系统、基本公卫信
息系统，打通公共卫生监测信息
系统屏障，构建安阳市公共卫生
大数据平台。

安阳从七方面
推动医防全方位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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