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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国

卫基层发〔2017〕13 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19〕567

号）和《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发改社会〔2021〕

443 号）要求，全面推进卫生监督协管服务信息化进程，进一步

加强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修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

持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加强早期预

防和医防协同，提高基层卫生组织早期监测预警、精准有效防控

能力，全面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二）任务目标

通过卫生监督协管巡查巡访排查和信息报告，为卫生健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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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可疑线索，排查卫生健康安全隐患，预防危害人民生命安

全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协助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回访已查处

行政处罚案件，打击危害居民卫生健康的违法行为；开展普法宣

传教育，提升全民卫生健康法律素养。

（三）主要指标

1. 卫生监督协管信息报告率=报告的事件或线索次数/发现

的事件或线索次数×100%；

2. 协助开展的饮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非法行医和非法

采供血、妇幼健康、职业卫生实地巡查次数；

3.协助卫生健康执法机构案件查办数量。

4.普法宣传次数。

二、工作任务

（一）服务对象

辖区内居民。

（二）服务内容

1.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告

发现或怀疑有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或可能造成危害的线索和事件，及时报告。

2.饮用水卫生安全协管服务

协助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定期对农村集中式供水、城市二

次供水和学校供水进行巡查，协助开展饮用水水质抽检服务，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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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业务培训。

3.学校卫生协管服务

协助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定期对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防

控开展巡访，发现问题隐患及时报告；指导学校设立卫生宣传栏，

协助开展学生健康教育。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校医（保健教师）

开展业务培训。

4.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协管服务

协助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定期对辖区内非法行医、非法采

供血开展巡访，发现相关信息及时向卫生健康执法机构报告。

5.妇幼健康协管服务

协助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定期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母

婴保健技术服务工作进行巡查，协助对辖区内与母婴保健相关的

活动开展巡访，发现相关信息及时报告。

6.职业卫生协管服务

协助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定期对辖区内煤矿、非煤矿山、

冶金、建材等行业领域的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情况进行巡查，及时

报告发现的问题隐患，协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开展职业卫生监督

检查和查处违法行为。

7.其他协管服务

各区县在本实施方案规定的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基础上，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如需开展其他内容的协管服务，由各区县（自治

县）卫生健康委自筹资金，制订实施本辖区新增的卫生监督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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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工作。

（三）服务流程

1.任务下达。各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根据全市年度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要求及实际工作需求，明确辖区卫生监督协

管服务巡查巡访、培训督导和宣传教育等任务，合理划分各协管

服务机构巡查巡访范围，确保全辖区协管服务无遗漏。

2.制定计划。协管服务机构制定全年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计划，

包含协管人员聘任及责任分工、巡查巡访计划、宣传教育计划等，

报辖区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备案；各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制定年度培

训、督导等计划，确保协管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3.任务执行。协管服务机构应按照工作计划及《重庆市卫生

监督协管服务工作指南》（附件）的内容要求，开展巡查巡访、

信息报告及宣传教育等工作。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应按计划开展协

管培训及督导工作，并按要求对协管员上报的异常信息线索分类

处理，确保辖区协管服务工作有序开展。

4.年度总结。协管服务机构在全年巡查任务完成后，梳理工

作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报辖区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各区县（自治

县）卫生健康委于当年 12 月 10日前，通过重庆市协管服务信息

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报送协管服务工作总结；市卫生健

康执法总队汇总全市工作情况，并于 12 月 25 日前将全市卫生监

督协管服务工作总结报市卫生健康委。

（四）服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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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巡查巡访。

（1）卫生监督协管员应使用移动终端（手机等），在信息系

统记录并上传巡查巡访情况及相关影像资料。

（2）卫生监督协管员在线路巡查中，发现信息系统本底无法

查找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单位、学校、托幼机构以及易发现非法行

医及非法采供血线索的地点（集市、美容院、写字楼、药房等），

应在信息系统中新建巡查本底，备注许可备案情况，并上传相关

图文资料。

（3）卫生监督协管员在巡查中，发现被巡查对象基本信息与

信息系统中不符或已停业时，请在信息系统中填报现场情况，并

上传相关证明影像资料。

（4）卫生监督协管员在巡查中，发现异常线索时，可对被检

查对象提出巡查意见，通过移动终端打印或电子送达。

2.信息报告。

（1）卫生监督协管员巡查巡访发现问题时，拍摄现场照片上

传信息系统。卫生监督协管信息系统根据巡查异常内容，自动将

巡查的异常线索上报辖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

（2）卫生监督协管员在日常工作中接到协管服务内容相关

举报或紧急事件信息时，应及时核实信息并在信息系统填写线索

上报，具体描述线索情况，上传相关资料，报告辖区卫生健康监

督执法机构。

3.线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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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接到卫生监督协管服务信息报告时，

应按照信息线索内容、类别和紧急程度分类处理。

（1）对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及其他紧急线索，卫生健康监督

执法机构应立即赶往现场，调查取证，联合相关部门及时处置；

（2）对于非紧急线索，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应及时调查处

理。针对长期存在的同类违法行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报告

辖区卫生健康委，卫生健康委及时函告辖区相关部门。针对一般

性违法行为，卫生健康执法机构指导信息报告协管服务机构开展

回访巡查等工作。

4.教育宣传。

充分发挥卫生监督协管员的专业优势，以普法进机关、进社

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的“普法五进”为载体，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播放音像资料、宣传栏、普法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开

展培训教育宣传活动。协助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开展生活饮用

水从业人员、学校、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等培训。面向辖区内

常住居民、学校学生、职业卫生用人单位员工等开展疫情防控、

非法行医判别及危害、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职业健康、卫生健

康法律知识等宣传。针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卫

生安全隐患，精准提供普法宣传教育。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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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全市卫生监督协管服务项目实施的组织

领导、业务管理与监督指导。各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负责

组织实施辖区卫生监督协管服务项目，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

为开展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2.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在同级卫生健康委领导下，制定相

应工作制度和工作规范，负责对协管服务机构开展业务指导、培

训、信息收集和督导工作，参与项目评估。市卫生健康执法总队

负责重庆市协管服务信息系统功能研发及维护，指导区县规范使

用、填报巡查信息。

3.协管服务机构应在辖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的工作指导

下，规范和完善本机构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制度（包括巡查巡

访、信息报告收集、举报投诉接待等内容），认真落实协管服务

各项要求，明确职责分工，全面开展卫生监督协管服务；为卫生

监督协管员配备适宜于工作开展的移动终端及网络数据流量，确

保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信息化程度的提升。

4.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可设立专职或兼职的卫生监督

信息员，承担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相关信息的收集、报告任务。

（二）健全服务网络，提升管理效能。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由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负责组织实施，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分别接受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管理，并合理承担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任务。暂时不具备条件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卫生监督协



- 9 -

管服务的地区，可由辖区卫生健康委从乡镇政府、其他卫生健康

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等机构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卫生监督协

管服务；也可由卫生健康执法机构聘用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承担

相应职能，建立健全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网络。

（三）加强人员管理，开展培训督导。

1.人员管理。承担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的单位应配备 2 名及以

上专兼职卫生监督协管人员，明确责任分工。卫生监督协管员应

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医学、法学或公共管理等相关专业，具备能

承担巡查巡访工作的身体健康条件，经辖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培训

与评估，合格后聘用并制作、发放《重庆市卫生健康监督协管员

证》及服装。每年度清理未继续开展协管服务工作的协管人员，

退还证件及服装并在重庆市协管服务信息系统中删除账号。服装

制式按照原市卫生局印发的《关于做好卫生监督协管员证件发放

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渝卫监督〔2012〕117 号），卫生监督协

管员证件按照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健

康监督协管员证件管理工作的通知》执行。

2.培训与督导。各级卫生健康委制定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培训

及督导工作计划，各级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具体承担卫生监督协管

服务的培训和督导职责。通过集中培训、网络教育及实地带教等

方式开展培训。各级卫生健康执法机构按照工作计划要求，开展

实地督导或网络督导，确保服务的实效性和真实性。

（四）实施绩效考核，落实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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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要创新项目绩效评价方式，

完善评价方法，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从过程评价到健康结

果评价转变，从阶段性评价向日常评价和阶段性评价结合转变，

可以将群众满意度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开展协管服务

机构自查、卫生健康执法机构督导及卫生健康委评价等相结合的

方式，继续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过程管理、全绩效考核、全

量化分配”工作，提高绩效评价质量。

2.各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要全面落实卫生监督协管服

务配套资金，保证辖区卫生监督协管服务项目经费在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所占比例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保证卫

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培训督导等工作经费到位。同时结合现有条

件为协管服务机构提供办公场所、交通工具、移动巡查巡访终端

及必需的设备等，保证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有条

件的地区，应当逐步配备录音录像设备、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及标

本采样送样耗材等，提升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质量。

附件：重庆市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指南（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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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指南

（2022 年版）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要内

容，是我市建立覆盖全市城乡的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三级公共卫生

服务网络的重要部分。协管巡查及信息报告服务是我市打击非法

行医、“两非”行为、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线索的重

要来源之一，也是排查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职业卫生安全

隐患及开展学校传染病防控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起到重要作用。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主要包括食品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

告、饮用水卫生安全协管服务、学校卫生协管服务、非法行医和

非法采供血协管服务、妇幼健康协管服务及职业卫生协管服务等

内容。为指导协管服务机构做好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特制定本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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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告

一、 概述

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

病，包括食物中毒，主要临床表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食

品污染是指食品在生产、运输、包装、贮存、销售、烹调过程中受到有害

物质的侵袭，致使食品的质量安全性、营养性或感官性状发生改变，危害

到人类的健康。

加强食源性疾病信息收集、核实、报送工作，有助于疾控机构了解和

掌握食源性疾病的发病及流行趋势；有助于卫生健康执法机构早期识别和

预警由食物中毒或食品污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传播，及早发现异常线索，

排查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二、 服务内容

接诊后，检查确诊以下病原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或食品污染事件时，

收集相关信息，并报告。

肠道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包含：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

副伤寒以及除以上传染病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三、 服务要点

（一）信息收集

收集基层医疗机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群众投诉、媒体报道等食源

性疾病或食品污染信息。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1.发生食源性疾病的时间、就餐地点、就餐单位、就餐人员联系电话；

2.就餐人数（暴露人数）、发病人数、死亡人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4%B9%B1/7950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7%B1%B3%E5%B7%B4%E6%80%A7%E7%97%A2%E7%96%BE/21570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4%E5%AF%92/3709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AF%E4%BC%A4%E5%AF%92/3726172


- 13 -

3. 食源性疾病发生过程（食用的可疑食物、临床表现、已经采取的措

施）。

（二）信息报告

协管员对收到的食源性疾病或食品污染信息进行初步核实后，应在两

小时内采用电话或传真等形式报告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并登录重庆市

协管服务信息平台填报食源性疾病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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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卫生安全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

规范》《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等法律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第三版）》的工作要求，开展农村集中式供水、城市二次供水安全巡查，

保证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农村集中式供水是指农村

地区从水源集中取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通过输配水管网送到用

户或公共取水点的供水方式；城市二次供水是指集中式供水在入户前经再

度存储、加压和消毒或深度处理，通过管道或容器输送给用户的供水方式；

城乡学校供水纳入学校卫生巡查中。

二、服务内容

协助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对农村集中式供水、城市二次供水进行巡查，

协助开展饮用水水质卫生监督检测工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协助有

关专业机构对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三、服务要点

（一）巡查

1.巡查对象

农村集中式供水单位、城市二次供水单位。

2.巡查周期

每年不少于两次，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

作要求进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求，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案。

3.巡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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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集中式供水

①供水单位应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并确保在许可有效期内，实

际信息（单位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许可范围）与《卫生许

可证》一致；

②配备专职或兼职供、管水人员，应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经卫生

知识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③供水单位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其中包含防止污染措施

和应急事故处理方案、污染事件报告制度等，并设立污染事件报告人员；

④水源应符合卫生要求。水源（自备井，河流、湖泊的取水）周围 100

米内无旱厕、渗水坑和畜禽养殖场、垃圾堆、化粪池、废渣和工业废水或

生活污水渠道；水源处有水源防护标志和警示标志；

⑤供水单位生产区防护应符合卫生学要求，泵站、清水池、沉淀池周

围 30米保持良好卫生状况；

⑥涉水产品应取得有效的涉水产品批准文件；

⑦应具备混凝沉淀设施、过滤设施、 消毒设备、清水池等水质净化消

毒设施，并保证其运转正常；

⑧供水单位应开展水质自检工作，自检记录应完整；

⑨清水池应加盖上锁；

⑩其他可能造成水质污染的异常情况。

（2）城市二次供水

①供水单位应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并确保在许可有效期内，实际

信息（单位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许可范围）与《卫生许可

证》一致；

②配备专职或兼职供、管水人员，应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经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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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③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其中包含防止污染措施和应急事

故处理方案、污染事件报告制度等，并设立污染事件报告人员；

④蓄水设施防护应符合卫生学要求，水箱周围 10米内不得有渗水坑、

化粪池、垃圾堆等污染源，水箱应加盖上锁，出气孔、溢水管应有防护措

施，不能与下水道相连；水箱应定期清洗消毒，清洗消毒记录应完整，水

箱内部应保持清洁、卫生；

⑤涉水产品应取得有效的涉水产品批准文件；

⑥具备水质消毒设施的二次供水单位，消毒设施应运转正常，消毒记

录完整；

⑦应取得一年内水质卫生检测合格报告；

⑧其他可能造成水质污染的异常情况。

4.水质检测

协管服务机构应配备水质 pH 值、余氯检测的仪器或试纸开展现场检

测工作，如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饮用水水质卫生规定，可拍摄检测结果照

片，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①肉眼观察是否存在异色和异物，扇闻是否存在异味；

②pH值应符合标准：农村供水 pH 6.5-9.5，城镇供水 pH 6.5-8.5；

③消毒剂余量应符合标准，游离性余氯：出厂水 0.3-4mg/L，末梢水

0.05-4mg/L；二氧化氯：出厂水 0.1-0.8mg/L，末梢水 0.02-0.8mg/L。

（二）信息报告

1.巡查中发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线索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2.巡查中发现并核实该供水单位长期未经营、已关闭或信息变更时，

拍摄证明照片，并描述相关事项，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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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巡查中发现卫生健康执法信息系统本底以外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单

位，新建本底档案，如发现异常信息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并通报

主管机构；

4.辖区内发生饮用水中毒事件时，核实相关信息（发生地、中毒人数、

就医情况等），两小时内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三）宣传教育

1.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2.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面向辖区居民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知

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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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卫生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托儿所、幼儿园卫生

保健管理办法》《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等

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工作要求，开

展城乡学校卫生协管服务，及早发现辖区内各类学校可能存在的卫生健康

隐患，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保障广大师生的身心健康。

二、服务内容

协助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定期对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生活饮用

水卫生等开展巡访，发现问题隐患及时报告；指导学校和托幼机构设立卫

生宣传栏，协助开展学生健康教育。协助有关专业机构对校医（保健教师）

开展业务培训。

三、服务要点

（一）巡访

1.巡访对象

辖区内托幼机构、小学、中学、普通高校、中职学校等。

2.巡访周期

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巡防，每年不少于两次；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

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求，

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案。

3.巡访内容

（1）传染病防控



- 19 -

①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应实行校长负责制；

②寄宿制学校应设立卫生室；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应设立

卫生室，600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应设立保健室；

③寄宿制或 600名学生以上非寄宿学校应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④学校应制定完善的传染病防控制度及应急预案；

⑤学校应建立传染病疫情信息登记报告制度和记录台账;

⑥学校应开展学生晨检，并有晨检记录;

⑦学校应有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记录台账，学生病愈返校后应有

病愈返校证明；

⑧小学、托幼机构应有新生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及补种记录；

⑨中小学、托幼机构应有学生健康体检和教师常规体检记录；

⑩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且健康检查合格；

○11 托幼机构聘用卫生保健人员应当按照收托 150 名儿童至少设 1名专

职卫生保健人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收托 150 名以下儿童的，应当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卫生保健人员。

（2）学校饮用水

学校自建设施供水（分散式供水）

①学校应取得有效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并确保在许可有效期内，

实际信息（单位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许可范围）与《卫生

许可证》一致；

②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应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经卫生知识培训合格；

③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防止污染措施和应急事故处理方

案；

④供水单位生产区防护应符合卫生学要求。水源（自备井井口，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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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的取水口）周围 100 米内无旱厕、渗水坑和畜禽养殖场、垃圾堆、化

粪池、废渣和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渠道；水源处应有水源防护标志、警示

标志；

⑤水质消毒设施（混凝沉淀设施、过滤设施、消毒设备、清水池等）

齐备，运转正常，记录完整；

⑥应取得近一年内水质卫生检测合格报告；

⑦其他危害饮用水卫生安全的情况。

学校二次供水、分质供水

①学校应取得有效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并确保在许可有效期内，

实际信息（单位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许可范围））与《卫

生许可证》一致；

②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应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经卫生知识培训合格；

③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防止污染措施和应急事故处理方

案；

④蓄水设施防护应符合卫生学要求，水源及制水设施周围 30 米应无污

染源。应定期清洗、消毒，并有完整记录；

⑤涉水产品应持有涉水产品有效的卫生许可批件；

⑥应取得近一年内水质卫生检测合格报告；

饮水平台（直饮水、现制现售水、开水器）

①用于现场制作饮用水的水质处理器（包括现制现售饮用水自动售水

机）应获得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应以市政自来水为原水;

②应按照要求更换滤芯滤材（直饮水、现制现售水），并有记录。

桶装饮用水

①饮水机管道应进行定期清洗消毒，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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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饮水机应避免阳光直射;

③饮水机应取得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3）水质检测

①肉眼观察是否存在异色和异物，扇闻是否存在异味；

②pH值应符合标准：农村供水 PH 6.5-9.5，城镇供水 PH 6.5-8.5；

③消毒剂余量应符合标准，游离性余氯：出厂水 0.3-4mg/L，末梢水

0.05-4mg/L；二氧化氯：出厂水 0.1-0.8mg/L，末梢水 0.02-0.8mg/L。

（二）信息报告

1.巡查中发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线索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2.巡查中发现并核实托幼机构、小学、中学、普通高校、中职学校等

长期未经营、已关闭或信息变更时，拍摄证明照片，并描述相关事项，报

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3.巡查中发现卫生健康执法信息系统本底以外的托幼机构、小学、中

学、普通高校、中职学校等，新建本底档案；如发现异常信息时，报告卫

生健康执法机构，并通报主管机构；

4.辖区内容发生同一宿舍或者同一班级，1 天内有 3例或者连续 3 天

内有多个学生（5 例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不明原因发热、皮疹、

腹泻、呕吐、黄疸等）或者共同用餐、饮水史时，核实相关信息，两小时

内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三）宣传教育

指导学校和托幼机构设立卫生宣传栏，协助开展学生健康教育；协助

有关专业机构对校医（保健教师）开展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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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血站管理

办法》《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规范（第三版）》的工作要求，发现辖区内疑似非法行医及非法采供血

行为的线索，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二、服务内容

协助定期对辖区内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开展巡访，发现相关信息及

时向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报告。

三、服务要点

（一）巡查巡访

1.巡访对象

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药房、美容院、集贸市场等人流物流集散地；

社区、城乡结合部等地区；农村或流动人口聚居地；居民提供的线索地等。

2.巡访周期

每年不少于两次，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

作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求，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

案。

3.巡访内容

（1）医疗机构

许可类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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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在明显位置悬挂公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②医疗机构名称、地址等与许可信息一致；

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按时进行校验并在有效期内；

④床位在 100 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

医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临床

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校验期为 3年；其他医疗机构校验期为 1年；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校验期为 1 年；暂缓校验后再次校验合格医疗机构

的校验期为 1年；

⑤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的诊疗科目范围内开展医疗活动；

⑥应在明显位置公示医务人员信息；

⑦人员取得《执业医师证书》情况；

⑧人员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证书》情况；

⑨人员取得《中医（专长）医师执业证书》情况；

⑩村卫生室人员取得《乡村医师执业证书》情况；

○11是否存在使用其他非卫生技术人员；

○12是否存在非法采供血行为；

○13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备案类医疗机构

①应在明显位置悬挂公示《中医诊所备案证》（或诊所备案证明）；

②名称、地址是否与《中医诊所备案证》（或诊所备案证明文件）记

载事项相一致；

③是否超出备案的诊疗范围开展医疗活动；

④应在明显位置悬挂公示医务人员信息；

⑤人员取得《执业医师证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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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供血机构

①应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开展采供血。采供血单位应取得相应的《血

站执业许可证》或《单采血浆许可证》，且在有效期限内；

②应在批准的业务范围采集、供应血液；

③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3）其他场所

①是否开展诊疗活动；

②行医人员是否取得医师执业资格；

③是否存在非法采供血；

④是否存在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器械/药品；

⑤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4）复查巡查

①“游医”摊点等有时效性的线索，由协管员在报告线索后 1个月内进

行再次巡查，再次发现同一违法线索立即报告，由卫生健康执法机构进行

监督执法；

②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根据协管提供的线索查处的非法行医及非法

采供血案件办结后，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在协管信息系统中关联对应的

信息线索，并指派复查任务，卫生监督协管人员根据任务要求，在指定的

时间内进行再次巡查。

（二）信息报告

1. 巡查中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线索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2. 巡查中发现并核实有信息变更时，拍摄证明照片，并描述相关事项，

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3. 发现采供血机构未超出批准的业务范围采集、供应血液时，两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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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4.接到辖区内非法行医及非法采供血的信息或举报时，核实线索并报

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三）宣传教育

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在辖区村镇、社区、街道、医疗机构等

场所，开展安全就医知识、打击非法行医及非法采供血、以案释法等宣传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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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

健法》《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

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工作要求，

开展辖区内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协管巡查及信息报告，及早发现违法违规线

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二、服务内容

协助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定期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工作进行巡查，协助对辖区内与母婴保健相关的活动开展巡访，发现相关

信息及时报告。

三、服务要点

（一）巡访

1.巡查对象

辖区内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

2.巡查周期

每年不少于两次，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

作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求，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

案。

3.巡查内容

①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须取得有效《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执业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核准有妇产科的方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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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②医疗机构应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相关诊疗科目范围内开

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③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需持有《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或在《医师执业证书》上加注“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考核合格（技术类别）”；

④不得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

⑤应在工作场所的醒目位置设置禁止“两非”的警示标志。

（二）信息报告

1.巡查中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异常线索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

机构；

2.巡查中发现并核实有信息变更时，拍摄证明照片，并描述相关事项，

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3.接到辖区内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

娠的信息或举报时，核实线索并于两小时内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4.发现辖区内有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如代孕、捐献精子/卵子

等相关线索时，尽可能核实线索并于两小时内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三）宣传教育

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工作，在辖区村镇、社区、街道、医疗机

构等场所，开展母婴保健服务知识及打击“两非”等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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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协管服务

一、概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国家卫健委令第 5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第三版）》及《职业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技术规范》等工作要求，开展辖

区职业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

二、服务内容

巡查辖区内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行业领域的用人单位职业

卫生情况，及时报告发现的问题隐患，协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开展职业卫

生监督检查和查处违法行为。

三、服务要点

（一）巡访

1.巡查对象

辖区内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行业领域的用人单位。

2.巡查周期

每年不少于两次；根据该年度国家及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

作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根据辖区实际需求，由辖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工作方

案。

3.巡查内容

（1）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用人单位应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8号）的规定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申

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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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①建设项目应在可行性论证阶段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②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按照规定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③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④按规定对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行评审或者组织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⑤建设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重

大变化，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

评审；

⑥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

价或者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工作过程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3）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情况。

①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②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

③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存入本单位职业

卫生档案，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4）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情况。

①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一人一档，包括劳动者

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处理结果和职业病诊

疗等），并按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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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的项目、周期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188）和《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235）的规

定执行；

③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出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用人单位

如实、无偿提供劳动者本人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5）工作场所有无异常情况。

①生产布局合理，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

②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工作场所不得住人；

③有与职业病防护工作相适应的有效防护设施；

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⑤有配套的更衣间、洗浴间、孕妇休息间等卫生设施；

⑥设备、工具用具等设施符合劳动者生理、心理健康的要求；

⑦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

⑧存在或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作业岗位、设备、设施，按照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的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图

形、警示线、警示语句等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⑨存在或者产生高毒物品的作业岗位，按照《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

病危害告知规范》（GBZ/T 203）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高毒物品告知卡；

⑩在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种场所，设置报警装置，

配置现场急救用品、冲洗设备、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11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和保养，

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二）信息报告

1.巡查中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异常线索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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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2.巡查中发现并核实用人单位长期未经营、已关闭或信息变更时，拍

摄证明照片，并描述相关事项，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3.在卫生健康执法信息系统本底以外的职业卫生用人单位，新建本底

档案，如发现异常信息时，报告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4.辖区突发职业卫生危害突发事件时，核实相关信息，两小时内报告

卫生健康执法机构。

（三）宣传教育

协助相关机构开展职业卫生知识、法律法规等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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