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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国家级卫生乡镇长效管理

工作机制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爱卫发（2021）6号《国家卫生城镇评审管理

办法》和《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标准》《国家卫生乡镇标准》的

通知要求，建立国家级乡镇长效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乡镇卫生管

理整体水平，促进乡镇卫生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努力把温

泉镇建设成为最适合投资创业、发展与人居的国家级卫生乡镇。现建

立《温泉镇政府关于建立国家级卫生乡镇长效管理工作机制》，具体实

施措施如下：

一、建立长效管理组织机制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基本原则，坚

持以科室、部门为主体，属地单位与村居、社区共创共建为基础，居

民群众自主管理为互补的国家级卫生乡镇长效管理工作机制，进一步

提升温泉镇爱国卫生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1.明确组织机构。镇创卫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省级、国家级卫生乡

镇长效管理职能，镇机关相关科室、村居、社区、企事业单位负责具

体组织实施。

2.健全组织网络。严格对照国家级卫生乡镇标准和省级、国家级卫

生乡镇评审管理办法的各项指标要求，落实各相关职能部门、科室职

责，各村居、社区、企事业单位实行网络化管理体系；机关与村居、

社区、企事业单位结队挂钩，加强村居、社区、企事业单位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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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网格化管理制度，使长效管理工作落实到行业、部门、单位，贯

彻到千家万户。

3.建立例会制度。国家级卫生乡镇长效管理实行例会制度，镇创卫

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及时查找不足，总结经验，

研究解决长效管理中的存在突出问题。

4.实行目标管理。国家级卫生乡镇创建长效管理列入全镇年度工作

绩效考核，并在年度工作综合表彰中设立专项奖。各相关科室、部门、

各村居、社区、企事业单位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科学制定国家级

卫生乡镇长效管理工作方案，实行目标管理。

二、建立教育引导长效机制

由镇创卫领导小组牵头，宣传办负责实施，各村居、社区、 企事

业单位配合。要充分发挥健康教育工作所起的作用，积极组织、督导

教育部门大力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

行为；指导村居、社区和各企事业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辖区群

众和各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健康教育，努力提高辖区群众和职工卫生知

识及女工保健知识水平；紧密结合卫生防病工作和广大群众普遍关心

的卫生热点问题。

1.以宣传温泉镇建成国家级卫生乡镇的重大战略意义和落实长效

管理措施的迫切要求为切入点，广泛动员、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

为实施国家级卫生乡镇长效管理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2.通过公民道德规范的宣传、学习和典型的示范带动，不断增强广

大居民的城市意识、卫生意识、尚德意识、文明意识，为实施省级、

国家级卫生乡镇长效管理提供可靠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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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健康教育为先导，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位卫生科室的业务指

导作用；以健康教育阵地为中心，广泛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健康教育活动。着重抓好广播宣传村居、社区、企业、学校、行业

和控烟等六大健康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居民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和

健康行为行成率，促进全民卫生素质再提升。

三、建立镇容环境长效管理机制

由镇创卫领导小组牵头，城建办、城管办、农业办、执法中队、

市场监督组织实施，各村居、社区、企事业单位配合。

1.辖区规划建设管理。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

按照“净化、绿化、亮化、美化”的要求，加强辖区内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强对在建、停建拆迁工地的管理，经常性地开展卫生检查，

督促施工单位或业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和控制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

尘、污水和噪声污染，确保工地环境卫生整洁、围挡规范，食堂、宿

舍符合卫生要求，落实除四害工作，工地厕所为水冲式，无蝇蛆，无

异味。在村居、居民住宅小区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坚持环卫设

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的原则。

2.环卫清扫保洁管理。充分发挥社区与保洁专业队伍的主体作用，

实行“定员、定岗、定责，划片包干，一把扫帚扫到底”为主要内容

的环卫保洁体制。环卫清扫保洁坚持做到夜间清扫，白天保洁；保洁

时间每天主要道路不低于10小时，一般道路不低于6小时；主、次干道

清扫保洁率达100%；垃圾日产日清，清运率达100%。加强垃圾收集容

器管理，做到垃圾及时清运，定期清渣清垢，外壁面及时擦洗，周边

无溢出垃圾，保持卫生清洁。加快建设垃圾中转站和生活垃圾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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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100%，严厉打击偷盗、破坏、侵占环卫设施

的行为。

3.环卫基础设施管理。加强住宅小区中的公共厕所日常检查、监督，

做到定人、定岗、定责，公厕内无蛛网、无恶臭味，小便池内无蝇蛆、

无尿碱，地面、墙壁、便池及厕所周边干净卫生，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达100%，垃圾箱要做到日产日清，根据蝇类生活习惯及季节，定期喷

药消杀；按照有关标准要求，搞好街道及背街小巷的卫生管理的绿化

工作，及时对街巷内的绿地进行修剪与养护，做到无病虫害、无死株、

无枯树(枝)、无杂草丛生现象。依法对影响镇容的流动摊点、占道经

营、乱倒垃圾、乱搭乱建、乱贴乱画、乱停车辆等现象进行治理，确

保道路秩序良好。

4.镇容镇貌执法管理。加大综合执法力度，严格落实道路边单位“门

前五包”责任制。加强户外广告管理，本着“规范设置，凸显特色，

打造精品，提升品位”的原则，规范店牌和户外广告设置，加大“牛

皮癣”治理力度。辖区内主要干道严禁各类流动摊点、店外店和出店

经营现象。规范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管理，加强工地源头措施管理，

将建筑工地环境卫生和文明施工等情况纳入建设项目管理内容。强化

道路挖掘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开挖区内道路(含人行道)。

加强道路及两侧综合管理。加大对乱倒、乱抛、乱扔垃圾行为的教育

与处理力度。

5.集贸市场管理。依照城市管理、集贸市场管理和食品卫生 管理

的有关法规，规范集贸市场的建设和管理，实行划行归市、摊位归区、

划线定位、亮证经营、明码标价，坚决取缔店外经营、摊外经营、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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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物品、乱倒垃圾、乱停车辆现象产生。加强人口密集区的市场规划

和建设管理。重点加强农贸市场中生肉、禽蛋、熟食摊点以及其它食

品行业的卫生监督管理，确保符合卫生标准要求。

6.辖区内交通秩序管理。严格执行道路交通法规，加强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分道行驶管理；加强路段交通管理，确保道路畅通。

7.辖区内河道管理。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功能，调引水源， 畅通

河道，不断改良内河水质；及时查处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建设、违规

种植和各类排污行为;做好河道岸坡、水面的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加强

水利绿化景区的管护。做到水面无漂浮物，水体无污染，湖岸周围无

暴露垃圾和卫生死角。

8.辖区内绿化管理。按照国家园林城市的各项指标要求，做好绿化

工作，做到区内主要干道四季常绿有花；按照“谁受益、谁管理、谁

负责”的原则，做好单位办公区和生活区等区域的环境绿化工作，并

切实加强监督管理。

9.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卫生管理。明确卫生责任区域，落实“门前三

包”、“门内卫生达标”管理责任，实行“单位内部每周小扫除、每月

大扫除，区内包干范围每年一扫除”的卫生管理制度。住宅小区要积

极推行物业管理，提高环境卫生质量，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管理。

四、建立城市环境保护长效管理机制

由镇创卫领导小组牵头，城建办、城管办、市政工程中心、环保

办、执法中队具体负责。坚持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强化环境保护执法，

以加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着力点，切实开展环境保

护工作。以饮水安全和环境安全为重点，加强水污染防治；以清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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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区建设为重点，加强烟尘控制、三产服务业油烟净化处理，严肃查

处企业违规偷排污染物行为；以控制噪声为重点，加强工业企业、建

筑工地、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噪声整治；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重点，

强化城乡生态环境保护。

五、建立食品、公共场所、饮用水卫生及传染病防治长效管理机

制

由镇创卫领导小组牵头，镇卫生院、市场监管、卫健办、经发办

实施，各村居、社区、企事业单位配合。

加强对各类公共场所和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单位，特别是小餐

饮、小旅店、小浴室和小理发店的日常卫生监督管理。加大行政执法

力度，加强对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严格审查公

共场所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条件，把好卫生许可关，督促

公共场所和食品卫生从业单位完善硬件设施。加 强居卫生室的传染病

防治能力建设，做好医疗废弃物及医源性污染的处理、计划免疫、重

大疾病控制等工作。

六、建立病媒生物防制长效管理机制

由镇创卫领导小组牵头，镇卫生院、宣传办、卫健办负责，各村

居、社区、企事业单位配合。

坚持“防制结合，以防为主；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 建

立和完善病媒生物防制组织网络和工作机制。强化舆论宣传，充分利

用广播、画廊、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病媒生物的危害和防制方法，

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活动。坚持以生态防制为主，化

学防制为辅，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环境治理，清除病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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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生场所。坚持定期开展鼠、蝇、蚊、蟑螂的种群、分布和密度监测，

进行孳生场所调查，落实综合防治措施。加强科学指导，不断提高病

媒生物防制技术水平，抓好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积极

控制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专业化、科学化、市场化新机制。

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和疾控系统专业人员能力的培养，做好公 共卫

生专业人员技术储备；加强疾控中心和预防保健科传染病防 控的指导

能力，完善医院门诊日志制度的执行与管理，强化个人防护意识；进

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接种和计划免疫程序，有效防止漏种现象的发生。

同时，认真做好医疗废弃物、医源性污水的处理，确保达到国家标准

要求。

七、建立卫生单位评审与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由镇创卫领导小组牵头，镇创卫参与部门实施，各村居、社区、

企事业单位配合。

把创建卫生先进单位作为各单位的工作任务之一。加强对各级卫

生先进单位的经常性监督管理。卫生先进单位在复查、暗访中被认定

工作严重滑波的，取消其荣誉称号。各级卫生先进单位要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建立健全自身长效管理制度，不断巩固提高街道的建设

和发展。

八、建立国家级卫生乡镇长效管理保障机制

1.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国家级卫生乡镇长效

管理工作，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确保国家级卫生

乡镇长效管理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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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投入力度。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环卫设施建设、卫生

设施建设、路边绿化、城郊和城乡结合部改造、病媒生物防制、舆论

宣传和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投入，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运行。各部门、各

单位也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逐步加大投入，不断改善配套设施。

3.严格督查考核。各部门、各单位要建立卫生检查制度，定期开展

卫生检查评比活动。各单位内部每季度检查一次卫生，镇创卫领导小

组办公室每年组织一次明查暗访，对检查结果予以通报;年底进行综合

考评，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视考评结果进行奖惩。

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人民政府

2024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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