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具体工作 责任部门

1
组织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积极开展控烟宣传教育，
大力推进健康促进示范单位和无烟单位创建。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
推广和规范传统养生健身活动。

市卫生计生委2
开展健康危险因素监测，加快推进信息化进程，建立完善居民健康与
环境因素的动态监测数据库。

3
加强重大疾病综合防控，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协调做好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处置、大型活动卫生保障等工作。指导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设无害化卫生公厕。

4 推进市容市貌网格化管理与“门前三包”制度落实。

市城管执法局
5 指导建成区内市容环境治理，加强重点地区市容环境的日常管理。

6
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逐步建立起城乡环境卫生治理长效
机制。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7 加强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加快城镇供水设施建设改造。

8
规范农药包装物、农膜等废弃物处理，加大白色垃圾治理力度。开展
秸秆还田等资源化综合利用。巩固“一池三改”建设成果，确保农村
沼气工程在农村改厕中发挥作用。

市农业局

9 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废弃物综合利用。

市环保局10 健全完善流域治污体系，落实水源保护区污染综合防治措施。

11 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开展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12
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开展健康促进示范学校和无烟学校创建活动。实
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提升计划，提高学校体育课质量。组织做好农村
中小学校无害化卫生公厕建设。

市教育局

13
支持和鼓励发展爱国卫生工作相关社会组织，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

市民政局

14 统筹安排资金，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爱国卫生工作的投入。 市财政局

15
加强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强化车站等公共场所卫生日常管理。强化
公路、河流沟渠和内河航道沿线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和绿化美化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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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车站和公路沿线停车区与服务区建设无害化卫生公厕，设置健康教
育设施，开展健康知识宣传。

市交通运输局

17
加强水资源保护，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治理，指导做好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

市水利与渔业局

18
加强商品现货市场和商贸服务场所卫生管理，组织建设标准化菜市
场，组织做好集贸市场公共厕所的配套建设。

市商务局

19

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建设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推动各级各类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加强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推广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和体质测试活动。

市体育局

20 严格烟草广告管理，依法严厉查处违法烟草广告。 市工商局

21
深入推进“食安山东”行动和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活动。健全食品安全
信息发布制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市食品药品

监管局

22

积极协助相关主管部门加强宾馆、饭店及景区等重点场所的卫生管理
工作，指导 A级景区、旅游度假区做好无害化卫生公厕建设改造，并
将旅游厕所建设达标情况纳入相应等级资质及称号的评定、复核。

市旅游局

23

健全协调机制，完善爱国卫生相关制度规范，研究制订爱国卫生中长
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加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组织开展爱国卫生
月活动，加强爱国卫生宣传教育。

市爱卫办

24
加大新闻媒体无偿开展卫生防病知识公益宣传力度。通过报纸、电视、
互联网、移动客户端等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科普知识宣传。

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淄博日报

社、市广播电视

台分别负责

25 完善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和救助制度。

市民政局、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分别负责

26 严格活禽市场管理，逐步推行“禽类定点屠宰、白条禽上市”制度。

市畜牧兽医局、

市工商局、市食

品药品监管局分

别负责

27
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规划化建设，强化水质检验监测，建立从

水源地保护、自来水生产到安全供水的全程监管体系。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水利与渔

业局、市卫生计

生委、市环保局

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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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加强饮用水卫生监测能力建设，抓紧建立覆盖城乡的饮用水卫生监测

网络。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卫

生计生委分别负

责

29
继续开展减盐防控高血压相关工作，实施食品工业、餐饮行业和家庭

厨房三个重点领域的减盐、低脂及合理营养等干预措施。

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市商务局、

市卫生计生委、

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市盐务局分

别负责

30

大力推动在重点行业、重点场所设立健康教育基地，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健康教育活动，积极发展基层健康教育指导员和健康志愿者队

伍。

市总工会、团市委、

市妇联、市卫生计生

委、市老龄办分别负

责

31
切实做好控烟工作，严格执行公务员控烟措施，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

所推行全面禁烟。

市文明办、市妇

联、市教育局、

市商务局、市卫

生计生委、市级

机关事务管理局

分别负责

32

强化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卫生日常管理，做好铁路及沿线无害化卫生公

厕等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和绿化美化工作，设置健康教育设施，开展健

康知识宣传。

济南铁路局淄博车

务段、淄博工务段分

别负责

33
加强爱国卫生组织体系建设和工作能力建设，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

负。

市编办、市爱卫

办分别负责

34
将爱国卫生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内容，加强疾控机构建设，实施实

验室标准化建设。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卫

生计生委分别负

责

35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农村

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加快推进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和改造进程。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委农工办、

市爱卫办牵头，

市爱会成员单位

各负其责36
继续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逐步建立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的

长效机制。

37
积极推进卫生城镇创建，建立科学、标准的评价体系，强化卫生城镇

动态管理，健全完善卫生城镇管理长效机制。 市爱卫办牵头，

市爱卫会成员单

位各负其责

38
探索实施健康城市、健康县城、健康乡镇建设，积极创建健康细胞工

程，开展健康城市建设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