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职业病防治法的心得体会(优秀5
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
思。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职业病防治法的心得体会篇一

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发布，预防、
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
相关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卫生部决定从20xx年起，每年4月
最后一周为《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下面就普及一下大家关心的有关职业病的知识：

劳动者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怎么办?

一、对照《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看是否属于国家规
定的职业病。在工作中得的病不一定是职业病，得了目录中
的疾病也不一定是职业病，职业病必须是列在此目录中，且
有明确的职业相关关系，按照《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由法定职业病诊断的疾病。

二、如属目录中所列职业伤害造成的，应及时到用人单位所
在地或本人居住地卫生部门批准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
病诊断。

三、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如下材料：

(一)职业史、既往史;



(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四)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

(五)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关材料。

四、对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30日内到市级卫生行政部
门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鉴定后仍有异议的，可以在15日内
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按照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执行。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
有异议的,在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之日起30日内可以向做出
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
定。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
负责职业病诊断争议的首次鉴定。根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职业病鉴定程序：

(一)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并提交《职业病鉴定申请书》;

(二)鉴定办事机构收到《职业病鉴定申请书》后出具《职业
病鉴定资料提交通知书》;

(三)当事人10个工作日内如实提交职业病鉴定所需的资料或
者书面陈述;

(四)协商鉴定缴费事宜;

(五)符合受理条件的发给《职业病鉴定受理通知书》;

(六)抽取鉴定专家;

(七)开鉴定会;

(八)出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九)当事人领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当事人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职业病诊断鉴定申请书;

(二)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三)职业史、既往史;

(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五)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六)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

(七)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关材料;

(八)其他相关材料。

当事人对设区的市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不服
的,在接到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原鉴定机
构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省级职业病诊断鉴
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由卫生
行政部门组织。职业病诊断鉴定办事机构应当在受理鉴定之
日起60日内组织鉴定。职业病鉴定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五、诊断为职业病的，应到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伤残等级。
伤残等级分十级，依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
准》进行鉴定。

六、与所在单位联系，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申请职
业病治疗、康复以及赔偿等待遇。

七、用人单位不履行赔偿义务的，劳动者可以到当地劳动保



障部门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职业病防治法的心得体会篇二

为深入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进一步提高用人单位职
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意识和劳动者职业健康自我防护知识，4
月24日至4月30日，柴桥街道开展一系列以“健康中国，职业
健康先行”为主题的《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普及职
业病防治知识。

一是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组织开展“一信、二宣、三
进”等系列宣传活动，利用致企业负责人的一封信、悬挂横
幅、安全短信、微信竞答等方式，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
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不断营造宣传活动浓厚氛围。

二是召开会议，强化职业培训。街道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对辖区企业负责人和安管员开展职业病防范法和相关知识培
训，宣传职业病防治有关内容。街道还将邀请职业病防治相
关专家，进企业开展职业病防止专题课堂，并督促企业创建
职业卫生示范企业。

三是专项检查，排查职业病防治隐患。结合五一节前安全生
产检查，对辖区内的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开展检查，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督促企业立即落实整改，进一步规范用人单
位防治知识。

小港：开展职业病危害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每年的4月最后一
周是职业病危害防治法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健康中国，
职业健康先行，为进一步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提高劳动者
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小港街道安委会通过多种渠道，宣传
职业病防治法。

一是印发文件，制定计划。小港街道安委会于4月25日印发了
《关于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方案的通知》仑港安



【2017】17号文件给各村社区、各企事业单位，要求他们按
照文件相关精神，积极开展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

二是广泛宣传，营造活动氛围。街道安委会通过手机群发短
信、qq群发信息、微信群发、悬挂横幅等方式进行宣传，要求
重点企业的生产车间、重点设备、重点岗位布置、更新、补
充职业病危害宣传标语，增强活动效果。

三是进企入户，开展职业病危害防治法讲座。与安全生产服
务外包相结合，各企事业单位可聘请专业老师，来企业为广
大员工开展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提高广大员工的自我防护
意识和能力。

下一步，小港街道将以此次宣传为契机，继续加大对职业病
危害企业的宣传，进一步树立企业的职业卫生责任意识，积
极发动用人单位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把职业病防
治工作真真切切深入基层，切实保护好劳动者健康权益。

职业病防治法的心得体会篇三

为认真做好4月25日至5月1日第16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活动，xx县紧紧围绕“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这个主题，
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一是加强领导，突出重点。充分认识开展《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活动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积极筹划、精心组织，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宣传周活动落到实处。4
月25日举办职业健康集中宣传咨询活动，各乡镇各有关单位
在活动期间组织进厂、进社区宣传和举办相关专题培训。

二是创新载体，加大宣传。采取集中宣传和日常宣传相结合
的方式，充分发挥标语、横幅、宣传栏、电视、互联网、微
博、微信等平台、新载体进行广泛宣传。宣传周期间每天在
《xx新闻》后8个时段播放职业病防治相关知识，切实提高活



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三是结合实际，强化措施。将日常职业卫生服务工作与宣传
活动有机结合，强化本地区重点职业病危害、重点人群和重
点行业的.职业病防治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对《职业病防治
法》的知晓度和影响力，建立宣传教育长效机制。

职业病防治法的心得体会篇四

1、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2、员工健康，企业兴旺。

3、要职业，不要职业病。

4、关注职业健康，崇尚文明生产。

5、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

6、职业病重在预防，让我们共同努力。

7、规范用工管理，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8、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

9、人人享有基本职业卫生服务。

10、保护劳动者健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1、防治职业病，幸福千万家。

12、健康工作，幸福生活。

13、依法做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14、岗前岗中体检好，健康损害早知道。

15、关注职业健康，促进劳动力资源可持续发展。

16、崇尚职业健康，远离职业危害。

17、关注职业健康，促进社会和谐。

18、防治职业病——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

19、工作·健康·和谐

20、预防职业病从我做起。

关于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月活动的通知模板

社区宣传标语

花店宣传标语

绿化宣传标语

汽车宣传标语

质量宣传标语

春运宣传标语

献血宣传标语

酒店宣传标语

招聘宣传标语



职业病防治法的心得体会篇五

1、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

2、员工健康，企业兴旺。

3、要职业，不要职业病。

4、关注职业健康，崇尚文明生产。

5、预防职业病从我做起。

6、职业病重在预防，让我们共同努力。

7、规范用工管理，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8、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

9、人人享有基本职业卫生服务。

10、保护劳动者健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1、防治职业病，幸福千万家。

12、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13、依法做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14、岗前岗中体检好，健康损害早知道。

15、工作·健康·和谐。

16、崇尚职业健康，远离职业危害。

17、关注职业健康，促进社会和谐。



18、防治职业病——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

19、健康工作，幸福生活。

20、关注职业健康，促进劳动力资源可持续发展。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经典的标
语吧，标语具有文字简练、意义鲜明的特点。标语的类型多
样，你所见过的标语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