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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
2021 年卫生监督执法工作要点

2021 年卫生监督执法工作要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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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围绕健康强市目标要求和全市卫生

健康工作部署，以卫生健康监督“守正创新年”为主线，聚焦主

业主责，提升监管效能，集中实施“蓝盾行动”，持续推进法治

化、规范化、智慧化、精细化“四化”建设，继续保持卫生监督

工作主要指标走在全省前列，着力打造济宁卫生监督品牌，为

促进卫生健康法律法规有效落实和服务健康强市建设提供有力

保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积极履职尽责，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卫生监督工作

继续发扬不怕吃苦、善打硬仗的优良作风，根据疫情发展

形势和疫情防控部署，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发挥

监督执法专业特长，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卫生监督工作，加强对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督导检查，加大消毒产品、疫苗接种和

重点场所监督检查力度，督促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肃查

处违法违规行为。

二、聚焦重点难点，集中实施卫生监督执法“蓝盾行动”

针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治理难点和突出问题，组织实施

“蓝盾行动”，加大专项治理工作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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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维护群众健康权益。

（一）开展医疗卫生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督

检查专项行动。2021 年 4 月至 8 月，以实验室生物安全为重点，

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采供血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病原

微生物实验室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促进医疗卫生机构依法开展

实验室生物安全活动，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

（二）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风险排查专项行动。2021 年

4 月至 10 月，以医疗机构贯彻落实《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为重点，对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展依法执业风险排查，

指导医疗机构学法守法并开展自查自纠，查处违法行为，强化

医疗机构法律责任风险意识，促进医疗机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三）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执法检查专项行动。

2021 年 5 月至 10 月，以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服务行为为

重点，对辖区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专项执法检查，查

处违法行为，督促服务机构提供准确客观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评

价、检测报告，为推进职业卫生分类分级执法试点工作提供技

术依据。

（四）开展介入诊疗放射卫生监督执法专项行动。2021 年

4 月至 10 月，以介入诊疗放射防护设施配备、工作人员个人剂

量监测、职业健康监护管理为重点，提高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意

识，依法规范介入诊疗行为，完善放射防护管理制度，提高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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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诊疗质量和放射防护管理水平，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

众的健康权益。

（五）按照国家和省统一部署，开展医疗美容、非法代孕、

健康体检、近视矫正、抗（抑）菌制剂、餐饮具消毒等方面专

项整治。

三、突出主业主责，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牢牢把握监督执法主业主责，依法加强全行业全领域日常

监督检查，全市监督执法办案数量和人均办案数量继续走在全

省前列，并在办案质量上下功夫，努力提升案件质量。

（一）医疗卫生监督。贯彻落实《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

管理办法》，督促医疗机构承担依法执业主体责任。推进全市

非公立医疗机构法制化建设，规范社会办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行

为。加强医疗市场暗访和突击检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组织

开展二级（含）以上医疗机构综合执法检查，推进全市医疗卫

生监督协调发展。加强采供血机构和医疗美容领域监督管理。

（二）公共卫生监督。规范巩固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工

作。加强游泳场所卫生监督。开展农村生活饮用水专项监督执

法回头看和涉水产品卫生监督专项检查。继续推进学校卫生监

督综合评价工作。

（三）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积极推进职业卫生分类分级

监督试点工作，在汶上、邹城开展职业卫生分类分级监督试点，

推动职业病危害申报工作，组织开展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健

康检查机构监督检查。充分发挥协作区协同示范作用，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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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二维码公示系统为抓手，全面推进放射卫生监督规范

化建设。

（四）传染病防治和消毒产品监督。推进医疗卫生机构传

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将综合评价结果纳入综合管

理、考核内容，提高监管执行效能。利用消毒产品网上备案服

务平台，以抗（抑）菌制剂为主，开展全市消毒产品网上备案

巡查，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开展抗（抑）菌制剂监督检查，严

厉打击违规添加违禁物质、违法宣传等违法行为。根据省市统

一部署和要求，开展全市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监督检查。

（五）认真落实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全面提高完成率、

完结率、办案率、及时率、公开率，参与相关部门组织的联合

抽查。加强抽查结果的分析和应用，加大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通报和对社会公开力度，推进部门协同监管，强化社会监督。

四、推进智慧卫监，提高监督执法效能

按照省、市卫生健康委信息化工作部署要求，积极申报省

人口健康信息资源综合平台卫生监督管理项目试点，启动“智慧

卫监”建设，打造执法全过程记录系统、医疗废物在线监管系统

等项目建设。开展“一码监管”大数据创新应用，实现医疗卫生

机构、医护人员“一码”查询，促进监管与服务双提升。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卫生健康监督调查制度》，全面做好卫生监督信

息报告工作。

五、坚持守正创新，提升监督执法工作水平

（一）提升执法能力。开展案卷抽查，通报抽查结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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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协作区，组织医疗监督案卷评查。开展 2020 年度优秀案例评

查，树立典型，引导示范。开展优秀典型案例评析，以评促学，

促进执法能力不断提升。分专业举办培训班，做好网络培训工

作，提升综合监督执法能力。

（二）规范执法行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督执法工作制度，

有效规范执法行为，确保依法行政。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提高行政执法的透明度，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

范举报投诉受理程序，提高举报投诉办理效率。建立健全卫生

监督应急机制，加强卫生监督应急物资和快速检测设备建设，

做好卫生监督应急准备，提升卫生监督应急能力。

（三）强化稽查考核。组织开展内部稽查和专项稽查，重

点稽查“三项制度”落实、执法责任制落实、行政处罚规范性、

信息报告质量、稽查职能落实及上年度存在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进一步强化“零办案”监督机构专项稽查，提高执法效能和规范

化水平。开展卫生监督执法手持终端使用率、卫生监督子系统

使用率等重点工作督导检查，推动卫生监督执法“蓝盾行动”“双

随机一公开”等重点工作督导检查，推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有序

开展和有效落实，探索建立卫生监督绩效评价制度。

（四）创新监管方式。推进落实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

度，开展信用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

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备忘录》。建立消毒产品

网上备案巡查制度和消毒产品协查机制，充分利用消毒产品网

上备案服务平台，加强市际间协查工作。组织实施《全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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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方案》，促进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

查及应对机制建立，全面提升学校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