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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创卫办 2021 年 6 月 7 日

省爱卫会调研组莅潮调研指导创卫工作

5 月 24 日至 25 日，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李建中一

行莅临潮州调研指导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调研组实

地调研了饶平县城和潮州中心城区的农贸市场、城中村、住

宅小区等创卫重要点位，并先后召开座谈会听取饶平县及全

市的创卫工作汇报。

李建中肯定了我市新一轮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一系列

措施和做法，认为我市的创卫工作指挥有序、动员有效、效

果初显，但距离创卫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李建中指出，虽

然两天来的调研（实际上是一整天）有点走马观花，但管中

窥豹，调研中仍然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农贸市场设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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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达标率差。虽然我市对农贸市场的改造提升做了很

多工作，但从调研的市场看，对照创卫标准仍存在很多问题：

如划行归市不彻底、档口生熟不分，“三防”设施不达标、

水产区建设标准低且杀鱼档口设置不科学、防蚊闸等病媒生

物防制设施缺失、公共厕所不达标、市场管理不规范、防疫

测温设备形同虚设等。农贸市场涉及多项创卫指标，是专家

评估的重要点位，也是创卫考核扣分最易、得分最多的，如

果不能给评分专家留下良好印象，将会严重影响其他板块得

分。二是住宅小区环境虽然整洁，但对照创卫标准仍存在较

多问题，评估得分不高。创卫基础设施如毒鼠屋、防蚊闸等

病媒生物防制设施多处欠缺且设置不科学，地下车库防蚊闸

孔径较大不能隔绝蚊虫；绿化带杂草丛生，存在卫生死角，

容易孳生四害；车辆停放没有规划，乱停乱放等。三是城中

村环境整治不完善，难以符合创建要求。虽然进村巷道比较

干净，但仍存在路面不平整，垃圾桶等设施较为脏乱、摆放

不规范，病媒生物防制设施不全，存在卫生死角，乱搭乱挂、

乱停乱放、“牛皮癣”等“十乱”现象突出。四是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且普遍缺乏技术规范。各创卫点位的基础设施普遍

不足且设置管理不规范，如病媒生物防制设施缺乏，缺少成

熟的管理机制和科学的防控办法；垃圾收运体系问题较多，

垃圾桶污渍严重、摆放不规范，垃圾收集点地面不平整、无

硬底化、二次污染现象普遍等。五是宣传氛围远未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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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卫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由政府牵头、部门配

合、群众参与，且群众的知晓率、参与率是考核的重要指标。

但调研发现创卫宣传气氛不浓、形式不活，场所未见创卫宣

传牌或样式呆板，宣传内容过于专业化、书面化，不接地气，

难以发挥良好的宣传效应。

李建中指出，根据创卫成功城市经验，党政一把亲自抓，

压实各级责任，加大宣传引导，是创建成功的关键。潮州创

卫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必须以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推进

创卫，根据省调研组意见，我市创卫工作重点应按以下要求

开展。

一是严格对标对表，逐项研究分析。各级各部门要严格

对标对表《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和《潮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目标任务分解表》，特别是对标《潮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工作指引》《潮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资料建档工作指引》

《潮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点位标准》等文件要求，吃透标

准，严格自查，多从考评如何得分上考量。要加强学习研究，

多向创卫专家请教，向创卫先进城市学习，严格按照新的创

卫标准，对具有“一票否决”的“硬分数”一定要拿下来，

如两个 30%（辖区内不少于 30%比例的县必须率先创建国家

卫生县，而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必须有不少于 30%比例的镇成

功创建省级卫生乡镇）、病媒生物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

度控制水平标准 C 级要求等；对一些如健康教育机构卫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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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知识宣传和一些管理机制、制度制订等“软分数”应拿尽

拿，一分不漏；对一些评分标准把握不准以及扣分严重的薄

弱环节，及时请教国家、省的专家，专项把脉开方，严格整

改，高标准严要求，确保高质量如期实现创卫目标。

二是形成以任务推进表等责任机制推进工作。针对工作

推进机制不完善，任务推进泛化的情况，各级各部门要在对

标对表、精查细选的基础上，使用清单式、任务表推进模式

推进工作。对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摸清底数，建立

台帐，列清问题及原因，以任务推进表、清单式推进责任落

实的工作模式步步推进，将责任进行层层分解，压实到具体

部门、具体人，明确完成时限，划分推进时段，按期汇报进

度，压实进度。对于未完成项目要说明原因，对于责任落实

不到位、拖延工作进度的追究工作责任，以时间表路线图，

倒逼落后部门稳扎稳打推进创卫工作。要整合力量，完善挂

图作战、督查整改、执法、包联、多方监督（人大、政协、

社会力量监督）等一系列创卫工作同步长效机制，蹄疾步稳

推进创卫工作落实见效。

三是尽快启动设施提升工程，注重技术性科学性。省调

研组专家明确指出，硬件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大、技术要求高，

建设周期长，要尽快启动，并做好技术保障。要加强系统学

习，加强与省专家沟通，对照创建标准要求进行建设，坚决

防止建设后仍不符合创卫评估标准要求的事情发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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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防制难度大、涉及面广，要在加强科学防控，建立

一系列成熟的管理机制，加强孳生地源头治理，提高防蚊闸

安装等设施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各种细节之处不能遗漏，如

垃圾转运站和市场的下水口也要做好防臭防蚊防鼠。另外，

设施建设提升后要加强管理养护，做好清理保洁工作，特别

要注意加强对角落、边缘地区的保养；病媒生物消杀要做到

全市统一时间、统一用药，确保灭杀有效。农贸市场要尽量

引进第三方进行标准化整治经营，没有条件的要尽快按创卫

标准制定市场提升建设方案，及时整改。

四是坚持接地气的全方位群众宣传。针对宣传发动成效

不足的情况，省调研组指出，根据创卫成功城市经验，宣传

发动要有一个过程，但只要持续认真干下去，群众的参与度

和积极性是可以逐步调动起来的；一般是从群众抵触创卫，

到接受创卫，到理解创卫，到主动投身创卫工作，宣传工作

效果是阶段性体现的。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不怕困难，久久

为功，创新方式提高宣传效率。要强化针对性，增强对“个

人参与”的设计，将创卫的必要性和意义准确传达给群众，

让群众明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关系群众自身生活、生产等切

身利益，能达到优化生态和居住环境，提高居民健康卫生水

平，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目的。宣传引导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过程，要做到堵疏结合，奖惩有度，立足群众利益，做通群

众思想工作，在细水长流中提高群众的卫生意识、公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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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明意识，改变群众不良卫生习惯，调动广大群众的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的积极性。

报：省爱卫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

员。

发：各县区党委、政府（管委会），市文明办，市委各部委、

市直各单位、市各人民团体、上级驻潮单位，各镇（场、

街道、办事处），市委办信息科、市政府办信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