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职业病
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优质5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我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
方案制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以下是我给大家收集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篇一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新修订）
及相关法律法规，按照xx文件精神。公司特制定xx年职业病
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现下发给各部门请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

煤矿职业健康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煤矿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党的xx大精神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按照“源
头治理、科学防治、严格管理”的煤矿职业危害防治工作基
本要求，以保护煤矿职工职业健康为目的，以防治尘肺病为
重点，切实落实职业危害防治主体责任。依法保护职工健康
权益，促进公司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总体目标

在上级部门领导下，加强职业卫生管理，有效控制和消除职
业病危害，保障职工身体健康；进一步建立、完善职业病防
治工作监督管理体系和保障机制，切实落实各部门职业病防
治责任制。结合公司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职业病防
治工作，使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降到最低，严禁超标作业，



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三、职业危害防治计划

（一）组织管理。

公司成立职业病防治工作组织机构和工作机构，职业病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规划、组织、管理全矿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制，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单位要
设置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设立职业危害监督管理人员，制
定工区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措
施。

（二）加强培训和宣传教育。

1.行政管理办公司负责安排公司主要领导、职业健康管理人
员到煤矿安全技术培训机构接受培训；负责制定对作业人员
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危害防治知识培训，上岗前培
训时间不少于4学时，在岗期间培训时间每年不少于2学时，
同时组织好职工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编制培训配档表。职业
卫生办公室负责培训资料、培训内容及安排讲课人员。

2.安全监察室、生产调度室等单位要利用广播、报纸、宣传
栏等媒介或其它形式宣传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和职业病危
害防治知识。

（三）保障职业安全卫生防治经费落实。

1.公司要加大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经费的投入，严格按照规定
提取额足额的职业病防治经费，主要加大在通风设备、瓦斯
监测、矿井防治水、矿井防灭火及综合防尘方面的支出并做
到专款专用。

2.经费用于预防和治理职业危害、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卫生监



测、健康监护和职业安全卫生培训等费用，依据《职业病防
治法》的规定，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3.采购部和库管按规定为职工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四）职业健康监护。

1.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进行统计，进行职业健康查
体，建立健全职工健康监护档案，查体人员名单由劳动保险
部审核。

2.调入本公司的员工，由行政办公室及时通知劳动保险部安
排上岗前职业健康查体，调离本公司的职工和退休职工进行
离岗时健康查体。

3.公司及时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通知到本人。对新发职业病
诊断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按规定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和煤
矿管理部门报告，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
健康损害的职工，由劳动保险部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
善安置。对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的员工，按照体检机构要求
的时间安排其复查和医学观察。

4.个体防护。劳动保险部按照《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
用品配备标准》规定，为接触职业危害的从业人员配备符合
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所有接尘人员在作业场所都要佩戴矿
配备的防尘口罩，并根据规定的周期和型号更换滤膜。所有
接触噪声的人员要佩戴防噪耳塞，做好自我保护。

（五）粉尘、噪声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

1.粉尘防治计划及措施。

（1）认真落实《综合防尘管理制度》，根据巷道开拓进度，
按照要求及时延伸各巷道防尘管路，并划分防尘责任范围，



认真做好巷道冲刷工作。

（2）新购置的粉尘监测仪器必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定
期对使用中的粉尘监测仪器进行校核；不合格的仪器要及时
进行维修和报废。

（3）按照要求，及时回撤采煤工作面顺槽、安装煤巷掘进顺
槽的各辅助隔爆水棚，并定期检查维护。

（4）井下作业现场防尘设施必须齐全、灵敏可靠，使用正常，
否则不得生产。

（5）在回采工作面生产期间，分别对工作面按照设计进行洒
水降尘，掘进工作面在距迎头100m范围内第二道全断面喷雾
外1m处安设一道全断面捕尘网，随迎头掘进及时挪移喷雾及
捕尘网。迎头产尘作业时开启喷雾，配合捕尘网除尘。需喷
浆作业的综掘巷道，喷浆机必须在捕尘网上风侧作业。

（6）采掘工作面放炮必须按规定使用炮泥和水炮泥；放炮地
点20m以内放炮前后必须洒水、冲刷巷帮；放炮必须使用放
炮远程喷雾装置。

（7）有关部门调研防尘、降尘、除尘新设备，如自动喷雾，
负压超细喷雾装置等，在轨道暗斜井，采煤工作面回风顺槽
距工作面煤壁30m、100m范围内，在掘进工作面距迎头距离
不超过50m处安装负压喷雾。

（8）严格执行《关于防尘责任范围及管理标准的规定》，对
巷道煤尘进行冲刷，冲刷记录由施工单位负责认真填写，并
保存备查。

（9）防尘系统图、防尘设施牌板、测尘台帐、防尘管路台帐、
采掘工作面防尘设施台帐、防尘设施管路检查记录；巷道冲
刷记录、隔爆设施台帐由责任单位负责整理并保存，要求数



字准确、整齐、清楚，并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

（10）进行“粉尘游离二氧化硅检测”、“粉尘分散度检
测”。

（11）煤场加强浮煤的清理，对场区及落地煤堆实行喷雾降
尘。

2.噪声控制计划和措施。

（1）局部通风机等噪声大的设备加装消声器降噪。

（2）噪声大于85db（a）的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必须配戴防噪
声耳塞；当作业场所噪声大于90db（a）时应采取降低作业场
所噪声的措施。风钻、锚杆机使用消音罩。

3.有害气体防治措施。

（1）加强井下各种监测监控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监测监
控设施的正常运行。

（2）加强通风管理，合理配风，不断优化通风系统。做好测
风旬报，月报编制，及时掌握井下通风情况，保证各作业地
点的用风量，严禁无风、微风作业；及时制定月度矿井风量
分配方案，对新掘进的工作面要及时配风，保证用风需要。
加强对局部通风机、主通风机及各类通风设施的管理，确保
各类通风设施设备完好可靠、正常运行。掘进工作面局部通
风机实现“双风机、双电源、自动分风、自动切换”，正常
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的电源必须取自同时带
电的不同母线段的相互独立的电源。风筒吊挂平直，严禁漏
风，保证工作面用风要求。



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篇二

为了搞好我公司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
使生产作业环境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要求，保护职工健
康及其相关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
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制定本单位20xx年职业病防治计划和
实施方案。

2. 职业病防治工作内容

2.1 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严格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第五条“用人单位(是指企业、事
业单位和个体经

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病防
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对本公司产生的职业病危
害承担责任”的规定，制定由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总负责，部门分工负责和岗位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和责任保
证制度。

关系，以保护劳动者健康及相关权益为目标，落实职业病防
治工作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责、权、利。

取适当的经济手段，同职业病防治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经
济利益挂钩。

范围、基本任务、工作标准、实施程序、协作要求和奖罚办
法等内容。

标化、考核数据化、分配差额化(即职业病防治工作绩效的大
小与奖惩挂钩)。

3. 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确保劳动者依法享受工伤社会保



险

3.1 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如实上报本单位的
人数、工资总额、缴费情况

以及财务会计帐册等有关情况，按时缴纳工伤社会保险金，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作好工伤社会保险工作，使在本单位职业
活动中所发生的工伤、职业病以及因此而死亡， 造成劳动者
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劳动者或其家属能够从社会得
到必要的物 质补偿和服务的社会保障，保证劳动者或其家属
的基本生活，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治和康复服务等。

3.2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积极做好工作场
所的卫生防护工作，使工作

场所符合下列职业卫生要求：

3.2.1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

3.2.2 有与职业病危害防护相适应的设施;

3.2.3 生产布局合理，符合有害与无害作业分开的原则;

3.2.4 有配套的更衣间、洗浴间、休息间等卫生设施;

3.2.5 设备、工具、用具等设施符合保护劳动者生理、心理
健康的要求;

3.2.6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关于保护劳动
者健康的其他要求。

4. 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

4.1 建立在识别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基础上，即根据《职业病



危害因素分类目录》规定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进行申报，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管理办法》的规定，填报好各种申报表。

4.2 建立职工的《职工健康监护档案》，定期组织从业人员
进行健康体检。

5. 本单位的建设项目(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
造、引进项目)应当向卫生 行政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报告并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

6. 对从事有毒有害等作业的特殊管理。

6.1 有毒有害作业是发生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和严重职业病
的主要作业，其危害后果特

别严重，其危害往往是群体性的，且致死率、致残率很高，
不仅严重损害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给用人单位带来沉重的经
济负担，而且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6.2 特殊管理包括对作业场所和作业人员的特殊管理。如作
业场所的隔离、生产设备管

道化、密闭化和操作自动化，作业场所设置特殊职业病防护
设备，包括自动报警装置、防护安全连锁反应系统和工作信
号，配备应急救援设施、医疗急救用品等。

6.3 特殊管理措施还包括对这类作业实施特殊的监管手段。
如实施许可制度，即作业许

可和人员资格许可。作业许可是指用人单位从事有毒有害等、
职业病危害作业，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的特殊卫生规定和要求，
取得卫生许可后，方可从事该项作业。人 员资格许可是指从



事有毒有害等特殊职业的人员，包括这类作业的管理人员必
须通 过职业健康检查和培训，身体状况符合要求并掌握特殊
职业危害防护知识，取得特殊职业病危害作业资格后方可上
岗;管理人员也必须通过专业培训，取得特殊职业 病危害作
业职业卫生管理资格后方可从事相应的管理工作。

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篇三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
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以及结合山东省、海阳市安
监局对工业企业职业卫生健康工作的要求，结合本企业实际
生产情况，特制订职业卫生三年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一、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要求，杜绝职业病例。

(一)生产性粉尘治理方面

1、改革工艺过程。通过改革工艺流程使生产过程机械化、密
闭化、自动化，从而消除和降低粉尘危害。

2、密闭、抽风、除尘。对本企业粉碎、拌料等容易造成粉尘
飞扬的场所和工艺环节，采用密闭、抽风、除尘的方法，加
设密闭设备、吸尘罩、通风管、除尘器等设备。

3、个体防护和个人卫生。

4、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对防尘的综
合管理。

(二)生产性毒物治理方面

1、通过“通风化、自动化”解决生产车间异味、废气的泄露，
规划方案《职业病防治计划及实施方案》。



2、对于产品生产过程产生的有毒性气体，采用局部排气并对
有毒气体进行沉降、降温、凝聚、洗涤、中和、吸收和脱水
处理，以实现安全排放。

3、为员工配备个体防护设施。

(三)物理因素危害治理方面

2、缩短接触噪音、高温等物理因素从业人员的作业时间;

3、加强个人防护和监护。

二、完善职业卫生培训教育制度，坚持不懈搞好“三级培训
教育”。

三、坚持职业病“三级预防”原则，搞好员工职业健康体检
工作。

四、合理安排具有职业禁忌症员工的岗位，以免引发职业病。

五、对产生职业危害因素的作业场所每年委托具备相关资质
的单位进行一次检测，及时整改不符合项目。

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篇四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新修订）
及相关法律法规，按照xx文件精神。公司特制定xx年职业病
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现下发给各部门请贯彻执行。

煤矿职业健康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煤矿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党的十八大精神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的科学理
念，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按



照“源头治理、科学防治、严格管理”的煤矿职业危害防治
工作基本要求，以保护煤矿职工职业健康为目的，以防治尘
肺病为重点，切实落实职业危害防治主体责任。依法保护职
工健康权益，促进公司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上级部门领导下，加强职业卫生管理，有效控制和消除职
业病危害，保障职工身体健康；进一步建立、完善职业病防
治工作监督管理体系和保障机制，切实落实各部门职业病防
治责任制。结合公司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职业病防
治工作，使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降到最低，严禁超标作业，
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一）组织管理。

公司成立职业病防治工作组织机构和工作机构，职业病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规划、组织、管理全矿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制，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单位要
设置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设立职业危害监督管理人员，制
定工区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措
施。

（二）加强培训和宣传教育。

1.行政管理办公司负责安排公司主要领导、职业健康管理人
员到煤矿安全技术培训机构接受培训；负责制定对作业人员
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危害防治知识培训，上岗前培
训时间不少于4学时，在岗期间培训时间每年不少于2学时，
同时组织好职工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编制培训配档表。职业
卫生办公室负责培训资料、培训内容及安排讲课人员。

2.安全监察室、生产调度室等单位要利用广播、报纸、宣传
栏等媒介或其它形式宣传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和职业病危
害防治知识。



（三）保障职业安全卫生防治经费落实。

1.公司要加大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经费的投入，严格按照规定
提取额足额的职业病防治经费，主要加大在通风设备、瓦斯
监测、矿井防治水、矿井防灭火及综合防尘方面的支出并做
到专款专用。

2.经费用于预防和治理职业危害、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卫生监
测、健康监护和职业安全卫生培训等费用，依据《职业病防
治法》的规定，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3.采购部和库管按规定为职工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四）职业健康监护。

1.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进行统计，进行职业健康查
体，建立健全职工健康监护档案，查体人员名单由劳动保险
部审核。

2.调入本公司的员工，由行政办公室及时通知劳动保险部安
排上岗前职业健康查体，调离本公司的职工和退休职工进行
离岗时健康查体。

3.公司及时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通知到本人。对新发职业病
诊断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按规定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和煤
矿管理部门报告，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
健康损害的职工，由劳动保险部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
善安置。对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的员工，按照体检机构要求
的时间安排其复查和医学观察。

4.个体防护。劳动保险部按照《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
用品配备标准》规定，为接触职业危害的从业人员配备符合
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所有接尘人员在作业场所都要佩戴矿
配备的防尘口罩，并根据规定的周期和型号更换滤膜。所有



接触噪声的人员要佩戴防噪耳塞，做好自我保护。

（五）粉尘、噪声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

1.粉尘防治计划及措施。

（1）认真落实《综合防尘管理制度》，根据巷道开拓进度，
按照要求及时延伸各巷道防尘管路，并划分防尘责任范围，
认真做好巷道冲刷工作。

（2）新购置的粉尘监测仪器必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定
期对使用中的粉尘监测仪器进行校核；不合格的仪器要及时
进行维修和报废。

（3）按照要求，及时回撤采煤工作面顺槽、安装煤巷掘进顺
槽的各辅助隔爆水棚，并定期检查维护。

（4）井下作业现场防尘设施必须齐全、灵敏可靠，使用正常，
否则不得生产。

（5）在回采工作面生产期间，分别对工作面按照设计进行洒
水降尘，掘进工作面在距迎头100m范围内第二道全断面喷雾
外1m处安设一道全断面捕尘网，随迎头掘进及时挪移喷雾及
捕尘网。迎头产尘作业时开启喷雾，配合捕尘网除尘。需喷
浆作业的综掘巷道，喷浆机必须在捕尘网上风侧作业。

（6）采掘工作面放炮必须按规定使用炮泥和水炮泥；放炮地
点20m以内放炮前后必须洒水、冲刷巷帮；放炮必须使用放
炮远程喷雾装置。

（7）有关部门调研防尘、降尘、除尘新设备，如自动喷雾，
负压超细喷雾装置等，在轨道暗斜井，采煤工作面回风顺槽
距工作面煤壁30m、100m范围内，在掘进工作面距迎头距离
不超过50m处安装负压喷雾。



（8）严格执行《关于防尘责任范围及管理标准的规定》，对
巷道煤尘进行冲刷，冲刷记录由施工单位负责认真填写，并
保存备查。

（9）防尘系统图、防尘设施牌板、测尘台帐、防尘管路台帐、
采掘工作面防尘设施台帐、防尘设施管路检查记录；巷道冲
刷记录、隔爆设施台帐由责任单位负责整理并保存，要求数
字准确、整齐、清楚，并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

（10）进行“粉尘游离二氧化硅检测”、“粉尘分散度检
测”。

（11）煤场加强浮煤的清理，对场区及落地煤堆实行喷雾降
尘。

2.噪声控制计划和措施。

（1）局部通风机等噪声大的设备加装消声器降噪。

（2）噪声大于85db（a）的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必须配戴防噪
声耳塞；当作业场所噪声大于90db（a）时应采取降低作业场
所噪声的措施。风钻、锚杆机使用消音罩。

3.有害气体防治措施。

（1）加强井下各种监测监控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监测监
控设施的正常运行。

（2）加强通风管理，合理配风，不断优化通风系统。做好测
风旬报，月报编制，及时掌握井下通风情况，保证各作业地
点的用风量，严禁无风、微风作业；及时制定月度矿井风量
分配方案，对新掘进的工作面要及时配风，保证用风需要。
加强对局部通风机、主通风机及各类通风设施的管理，确保
各类通风设施设备完好可靠、正常运行。掘进工作面局部通



风机实现“双风机、双电源、自动分风、自动切换”，正常
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的电源必须取自同时带
电的不同母线段的相互独立的电源。风筒吊挂平直，严禁漏
风，保证工作面用风要求。

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篇五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及相关权益，
本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根据我公
司本年度职业危害防治工作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计划及实
施方案。

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为宗旨，提升境界，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强化
工作措施，以科技为先导，采取治理与防护相结合，教育与
督查相结合，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综合治理，努力把职业危
害降到最低限度，使职业危害防治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保障
职工合法权益和身体健康，构建安全、和谐、文明、高效矿
井。

(一)加强组织领导，根据工作实际及时调整和充实组织机构，
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二)加强职业卫生知识宣传与培训，上岗前培训率达到百分
之百，在岗期间培训率达到规定要求。

(三)作业现场职业危害防护设施配置齐全，保养维护及时，
确保正常运行;确保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及时发放，正常使用。

(四)岗前、岗中、离岗前职业健康查体率达到规定要求。

(五)认真履行职业危害告知义务。



(六)按规定要求认真做好作业现场职业危害日常监测和委托
检测与评价工作。

(七)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综合治理各
种职业危害，使其降到最低限度。

(八)全年计划投入资金1352.3万元，用于职业危害防治工作，
以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加强组织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及人员变化情况，及时健
全、调整、充实职业卫生防治组织机构和人员，不断完善各
项管理制度，不断增强抓好职业卫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积极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和身体
健康。

(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与宣传。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组织全员职工进行相关法律
法规的学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及职业卫生知识，纳入新工人岗前培训的主要内
容中。利用宣传栏、闭路电视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职工对职业危害
的防护知识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安培中心要制
定出年度职业卫生知识培训计划，严格按照培训计划确定的
时间及培训内容，对在岗职工做好全员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同时对今年新上岗的职工要做好上岗前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党群部门要制定出年度职业卫
生知识宣传计划，有计划有步骤的做好本年度职业卫生知识
宣传工作。要通过公告栏、宣传栏、牌板、闭路电视等多种
形式进行职业卫生知识、管理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的
宣传，要在产生职业危害的作业现场悬挂职业危害警示标示
及中文警示说明。

(三)职业危害防护和监督。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做好接触职
业危害职工的个体防护工作，及时为职工提供符合国家标准



和要求的职业卫生防护用品，并监督检查职工使用情况。劳
动者在从事接尘、接噪作业时，必须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按规定的操作规程进行作业，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人劳部
要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认真执行个人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制定年度职业病个人防护用品需求计划，建立个人职业病防
护用品发放登记记录，把个人防护用品按时保质保量的发放
到职工手中。物资供应站要严格按照个人防护用品需求计划，
货比三家，为职工提供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的职业卫生防护
用品。安监处要严格执行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制度，
加强对各作业现场职业卫生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特别要加
强对作业现场防护设施及职工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的督察
力度，对现场督察情况及时做好记录，及时提出处理意见。

(四)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从事接触职业危害工作人员，要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岗前、岗
中、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查体并将查体结果存档。不得安排有
职业禁忌症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人劳部、卫生所、
总务科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配合
集团公司职业病防治所做好职工职业健康查体工作，确保查
体项目、查体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已确诊的职业
病人及疑似病人要安排好复诊、康复治疗及疗养等工作。

(五)职业危害告知。要积极履行职业危害告知义务，加强职
业卫生知识宣传。人劳部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要如实告
知职工所从事岗位的职业危害因素种类、危害程度、危害后
果、防护措施及劳动过程中所需佩戴防护用品及注意事项，
同时要填写职业危害告知书，一并存入职工个人档案。通防
科要通过公告栏定期公布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各作业现
场要在醒目位置悬挂职业危害警示标识。

(六)职业危害检测与评价。积极配合上级各有关业务部门做
好有害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监测与评价，对超过国家标
准的作业场所要积极治理。



(七)大力提倡新技术新工艺。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
和先进工艺，将粉尘、毒物及其它有害因素消除在生产过程
中，使其少产生或不产生。对生产过程中尚不能完全消除的
部分，应采取积极的预防、治理措施，使整个生产过程符合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井下工作面、地面车间、厂房中职业危
害防护设施要定期进行保养和维修，并及时做好记录，使其
发挥正常功能，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此项工作由技
术科、机电科(队)、通防科(队)、洗煤厂分工负责、抓好落
实。

根据公司年度职业卫生工作实际，20xx年职业危害防治各项工
作预计支出费用1352.3万元。财务部要做好年度有关职业卫
生工作资金支出计划，确保职业卫生工作所需各项资金落实
到位。

各有关部门要在公司职业安全健康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按照计划及实施方案内容，根据责任分工，团结协作，密切
配合，加大措施，强化管理，扎实工作，切实将职业危害防
治工作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