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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危害极其严重。建国以来

，党和政府一贯重视血防工作，依靠广大群众，动员社会各

方面的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

的成绩。但是，近年来，全国特别是湖区钉螺面积不断扩大

，血吸虫病人病畜有增无减，急性感染和晚期病人逐年增多

，疫情明显回升，瘟神有卷土重来之势，正在威胁着疫区广

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动员和组织

人民群众消灭血吸虫病，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实

现控制和最终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特作如下决定：一、切实加强对血防工

作的领导。 血防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卫生、农业

、水利等有关部门和疫区的各级领导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一定

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以

湖区为重点、有疫区各省省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

加的全国血防工作会议，检查落实中央关于血防工作方针的

贯彻情况，总结交流经验，部署第二年工作；成立由湖区五

省（湘、鄂、赣、皖、苏）主管省长或血防领导小组组长参

加的五省血吸虫病联防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和协调五省血防

综合治理工作。 疫区各级政府要将血防工作作为关心人民疾

苦、密切政府和群众关系的一件大事，纳入议事日程，坚持

不懈地抓下去。要保留和加强疫区各级血防领导小组，要有

一名政府领导同志主管血防工作。要将血防工作纳入本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的目标管理和领导干

部任期目标，作为考核政府各级主管领导政绩的重要内容。

疫区各省要认真制订１９９０年防治计划和“八五”规划，

明确责任，落实任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各级领导干部

应深入疫区，调查研究，狠抓措施落实，切实解决防治工作

中的实际问题。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综合治理。 根据《

国务院有关部委防治地方病工作职责》的规定，各有关部门

应将本部门承担的血防任务列入年度和长远工作计划。国家

计划部门负责将血防工作列入国家社会发展规划；卫生部门

负责人间查病治病、疫情监测、防治技术指导和部门综合协

调工作；农业部门负责结合农业生产，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灭

螺活动，负责家畜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水利部门负责将血

防灭螺纳入水利建设统一规划，制订实施水利灭螺工程方案

；以工部门负责所辖芦苇生产基地的血防灭螺工作；化工、

医药、石化、物资管理部门负责灭螺治病药物及其原料的生

产供应工作，做好保质保量，及时供应；铁路、交通部门负

责治病和灭螺药物的运输工作，在开辟和疏通水运航道时，

注意与血防灭螺工作相结合；湖管、渔政、公安等部门负责

疫区水上流动人口的管理和防治；宣传、教育等部门负责开

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科研部门要把血防科研项目列

入国家重点攻关规划；财政、物资部门负责解决血防工作的

经费和物资；民政部门负责生活贫困的晚期血吸虫病人的生

活救济；请人民解放军在完成驻地血防任务的同时，要为解

除病区群众疾苦，给地方更多的支持。三、健全血防机构，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疫区各级政府应加强血防领导小组办公

室等血防机构的建设，配备与防治工作相适应的工作人员。



卫生部、农业部和人事部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负责制订“各

级血吸虫病防治专业机构编制标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根据血防工作的特点，加强对血防工作人员的培训，注意

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四、落实防治经费，提供必要的物资

保证。 对血吸虫病的防治，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分别

负担”和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由地方负责的原则，地方政府在

血防经费上要给予保证。同时，可根据群众的承受能力，因

地制宜地开展社会集资、群众义务劳动和有偿服务，动员全

社会力量办血防事业。中央视血吸虫病疫情及财力情况，给

予适当的补助。卫生、农业、水利等部门要组织各种小分队

深入疫区，实行无偿服务。医学、农业院校要组织学生到疫

区进行生产实习，参加血防工作。血吸虫病人、病畜的医疗

费用要采取收、减、免的办法。疫区各级政府每年划拨的血

防经费不仅要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要根据防治工作实际

需要有所增加。按照财政部《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也可以从这项资金中适当安排一部分用

于血防工作。有螺芦苇场站要从芦苇纯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

的经费用于当地灭螺。要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有关部门要从

血防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世界银行贷款、多边或双边合

作项目上优先考虑与血防相结合的项目。血防经费一定要专

款专用。对血防所需的药物、车辆、设备等物资，要给予保

证。五、加强科学研究。 要把血防科研项目列入国家“八五

”重点攻关计划和卫生、农业、水利等部门的科研规划。要

积极组织科研人员深入疫区第一线，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吸

收国外先进技术，集中力量进行协作攻关。要研究更新更有

效的查病治病、查螺灭螺的方法和药物，及时总结和推广基



层群防群治、简便实用的经验和技术，为防治工作的新突破

作贡献。六、强化法制建设，大力开展宣传教育。 抓紧制定

并尽快发布《全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因地制宜地制定地

方性法规，使血防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

轨道。 疫区要普及防病知识，组织文化、教育、卫生、宣传

等有关部门，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办法，开展血防形势和任

务的教育，大搞宣传，形成舆论。要把血防知识纳入疫区中

小学课本，要继续发扬五十年代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优良

传统，使广大群众直接参与到血防工作的各项活动当中去，

不断提高疫区广大干部群众搞好血防工作的自觉性和自我保

健能力，群策群力，为逐步控制和最终消灭血吸虫病努力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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