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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84_E5_BB_BA_E2_c61_451276.htm 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是

精神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载体，作为一张城市名片，在经济

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仅是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改善城市

卫生面貌、塑造城市良好形象的"清洁剂"，而且发挥着提升

城市功能和品位、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助推 现状及问题

自1984年三明市被国家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全国文明卫

生城市"荣誉称号以来，梅列区为我市巩固这个知名品牌做了

大量工作。今年5月始，为了进一步配合我市做好国家卫生城

市的复评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干净舒适、整洁优美的

生活和工作环境，梅列区委、区政府从提升城市发展整体水

平的战略高度，号召全区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打响了"创

卫"总体战。一些影响社会环境和人民健康的"大卫生"问题在

也创卫过程中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1、思想认识不深

。一些人对创卫工作认识不深，存在"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

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有的存在厌战、抵触情绪，认为创

卫工作是卫生部门的事，与己无关，表现在工作中被动应付

，消极对待；在实际工作上，重部署、轻落实，重形式、轻

内容，重突击、轻持之以恒。有的职能部门习惯于老套路、

老办法，工作相互推诿扯皮，落实不力。从业经营人员大多

文化程度较低，卫生知识欠缺，卫生法律意识淡薄，自身卫

生管理制度不健全，整改措施不落实，无证经营和从业人员

无证上岗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市民存在"这是政府的事，我们

交卫生费了"的小市民思想。 2、资金投入不足。虽然我市精



神文明建设继续保持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但经济发展速度

在全省仍居后列，致使在市容环境建设，公共卫生检测、人

禽流感防治、食品安全宣传监督与执法、重大疾病控制与监

测、健康教育与疾病防治宣传上投入不足。城市硬件功能仍

然不够完善，市政、环卫设施破损陈旧，跑、冒、滴、漏问

题频发，部分路面、人行道破损，下水道、化粪池污水外溢

，影响城市生产生活环境质量。经营者在卫生方面也缺乏投

入，大多数生产经营面积狭小，基础设施差，卫生设施不完

善，缺乏应有的防蝇、防尘、防鼠、防腐等"四防"设施和餐

饮具、顾客卫生用具等清洗消毒设施。 3、监管力度不够。

目前，区内有各类卫生监管单位近2000户，仅有卫生监督员7

名，卫生监督队伍力量缺乏。由于常态监管的教育和督查力

度不足，导致违反"九不"规范和《文明市民公约》的行为时

有发生。一些突出的城市病，如乱占道、机动车乱停车、乱

倒垃圾、乱张贴、乱搭盖、马路摆摊、占道经营等得不到有

效根治，严重影响市容市貌。 4、考评机制不强。现有的考

评机制存在一定局限性。创建工作未能形成自我评价、专家

评价、群众评价"三结合"的评价体系，评优创先工作的科学

化、民主化、合理化和可操作性不尽如人意；一些地方、部

门在提拔和推荐干部上侧重于看经济方面的政绩，与创建工

作的成效挂钩不紧；少数地方、部门和单位对创建缺乏恒心

，做表面文章，在评比突击上下功夫，忽视基础性工作，"重

评时、轻平时"的现象较为突出。 措施与方法创建全国卫生城

市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构建"创卫"长效机制是关键，笔者

认为要重在四方面着力：1、重在实效，实现城建管理规范化

。保持创卫工作与时俱进、更具实效，推进城建管理规范化



是基础。要强化创卫工作制度化，把开展创卫工作、维护环

境卫生纳入各级各部门的重要工作职责。在管理规范化上，

可实行卫生、工商、公安、环保、消防等行业联审制度，发

挥综合管理有效性，规范食品和公共场所等重点行业发证管

理，进一步整顿无证经营、占道经营、乱摆乱卖，建立公共

卫生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形成公众参与机制。同时，完

善卫生制度管理，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依法打击违法犯

罪行为，逐步将创卫工作纳入到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区

城管委成员单位和街道、居委会要进一步强化"以块为主，条

块结合"的工作意识，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加快实现由

突击性管理向经常性管理、由制约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由

经验性管理向制度性管理的转变，不断增强管理实效、提高

城市管理水平。 2、重在提升，实现防治服务网络化。防治

服务网络化是构建创卫活动长效平台的抓手。要积极利用梅

列地处市区中心，可供共享的人才、管理、信息、场馆等社

会资源丰富的优势，健全卫生防治服务网络。进一步强化"两

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防治管理服务体制，加

强部门间配合，发挥部门联动作用，通过由政府牵头，建立

公安、法院、工商、卫生、城监、环保等职能部门组成的综

合执法大队，定期、不定期联合执法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

及时对无证照经营、非法经营等不符合城市长效管理的单位

进行取缔，研究和解决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业主及从

业人员中牢固树立服务意识，跳脱"管"的框框，提升自主参

与管理积极性，逐步建立服务为主，监管为辅的服务网络工

作机制。 3、重在运作，实现投入机制多元化。创卫投入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要科学规



划、强化运作，构建爱国卫生投入保障机制，通过加大对创

卫经费的投入，把开展创卫活动经费纳入财政公共卫生预算

，确保创卫工作深入持久开展。同时，要加大对城市公共卫

生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按照新的《国家卫生城市标准》的

要求，围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目标，进一步优化资金投向，

重点向创建及与创建相关联的市政、市容工程倾斜，加大"城

中村"改造力度，全面完成城区背街小巷的整治任务，不断完

善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创造更为优美的城市卫生环境。

4、重在持续，实现督查管理长效化。创卫工作既要解决重建

设轻管理问题，更要强化科学督查、长效管理。一是推行监

督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市区、街道、村居三级管理体制，理

顺关系，明确职责，规范工作程序，严格执行各项法规、规

章，做到划片包干，责任到人。二是完善督导巡查制。建立

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制度，发挥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对开展情

况进行及时检查监督，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和工作成效，表扬

先进，鞭策后进。同时，要求卫生监督员对管理对象实行"周

巡、月查、季评、年总结"制度，对创建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及

问题，重点督查、及时整改，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三是

健全监督考评制。要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卫生长效督察

管理机制，加强内部稽查，坚持"治标"与"治本"、"突击式"与"

经常化"相结合，变"要我做"为"我要做"，从"要我创卫"向"我

要创卫"，化被动为主动，重点解决以罚代管、以突击整治代

替日常管理的问题，推动城市卫生管理工作走上经常化、制

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使创建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四

是舆论宣传常态制。日常中加大新闻媒体对城市长效管理的

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市民创卫、创城知



识知晓率。同时，在新闻媒体开辟社会公益广告栏目，定期

对部分卫生状况良好和卫生状况差的"五小"行业进行表扬和

曝光，既可指导消费者进行知情消费，维护消费者权益，又

可引导经营者自律诚信经营管理，不断提高自身卫生管理水

平。通过宣传教育常态化，使"人人创卫，天天创卫"成为全

体市民认同的口号和行动，不断展现出创建活动的自身魅力

和内在价值，达到预期效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