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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卫生局统一领导下，疾控基层
责任制指导团队(以下简称指导团队)定
期对全县各医疗卫生单位的疾控工作
进行技术指导和督导考核，力求全方
位、多层次开展工作，继续做好预防接
种、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患者健康
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项目的落实，帮
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解决工作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积极主动提供优质方便的
业务指导和督导，并坚持月督导与季考
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到基层进行
技术指导和督导考核时要对发现的问
题提出整改措施，再次指导和督导时了
解整改情况，每次到基层开展工作都要
留有督导文书和影像资料，并将指导和
督导情况以书面总结形式向卫生局和
疾控中心领导汇报，为领导决策下步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

疾控基层责任指导团队紧紧与县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层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责任制指导团队联合，在县卫生
局统一部署下，2013年7月31日-8月13
日,开展了对基层各医疗卫生单位公共
卫生服务人员和各乡镇卫生院辖区内
乡村医生参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的培训工作,其中包括了基层开展
疾控工作培训。

县疾控中心责任制指导团队的业
务骨干重点对老年人健康体检表格的
填写、慢性病人随访、预防接种、传染病
防控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对容易
出现错误和忽略的地方如慢病标注、慢
性病分类干预、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和处理等内容进行了重点强
调。每次培训结束后，均与乡村医生进
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现场解答他们在实
际工作遇到的疑难问题。通过这次培
训，使全县所有参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的乡村医生基本掌握《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内容的疾控部
分，为规范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疾控
部分工作、正确填写服务规范各种表
格，促使全县疾控工作—“抓基础、促规
范、上档次”，更好地为广大居民的健康
提供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强化各项工作措施，不断完善工作
制度并抓好落实，规范开展技术指导和
督导考核，积极选派业务骨干参加省、
市疾控工作和“全科型”人才培训，使参
加指导团队的工作人员在巩固本业务
知识与技能的同时，熟悉和掌握其他专
业知识，同时因地制宜，本着“缺什么，
补什么”的原则，加强对团队全体成员
的培训，努力提高指导团队的整体素
质，为全县疾病预防控制项目的顺利实
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抓基础 促规范

上档次

茌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系茌平县卫生防疫站，始建于1957年12月。现位于茌平县城茌中河西，占地12
亩，办公面积2100㎡，现有办公室、政工科、财务科、消杀科、免疫规划科、公卫科、慢病科、职防科、艾防科、疾控科、
健教科、查体科、检验科、预防接种门诊14个科室，现有职工56人，副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32人，初级人员18人。拥
有固定资产270万元，有原子吸收、气相色谱等大型仪器设备52台件。

防控疫情,人人尽职尽责

1986—2003年疫情报告采用人工
手写报告卡、旬、月报形式，报告卡多采
用邮寄、人工送达等形式，速度慢、漏
报、误报现象严重，难以提供准确疫情
数据。2004年以后，为了更好的及时掌
握全县的疫情动态，全县的疫情报告工
作进行了全面升级，全县具备传染病诊
疗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联网组成网络
直报系统，由县防疫站统一管理审核。
网络直报系统极大地缩短了传染病防
控人员处置疫情的时间，可以在第一时
间内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最大
限度的保护易感人群，降低了爆发疫情
发生的风险指数。

自1986年至今，每年5月1日至10月
31日全县各医疗机构启用腹泻病门诊，
对境内腹泻病人进行登记、检测、统计
报告。县疾控中心每年在5-10月对流经
茌平的马颊河、赵牛河、徒骇河的水质、
城市自来水、可疑食品进行霍乱弧菌监
测，每年采集“三河”水样45份，城市自
来水12份，可疑食品18份，历年来均为
检出阳性标本。

2003年4月-10月，全县开展了史无

前例的“非典”防治工作，制定了“茌平
县非典控制应急处理预案”，建立了相
应组织，成立了流行病学调查、疫点消
毒、医疗救治、物质储备等相应队伍，加
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培训，全县共设
立“非典”监测点48个，把卫生防疫人员
分成流调组和消毒组，对外来人员和务
工返乡人员，进行体温测试，凡是体温
在37℃以上者，均进行流行病学观察，
对外来车辆和病区进行消毒处理，平均
每天报告监测人数13400余人，实行24
小时值班制度，保障电话通讯设施及时
畅通，配备了传真机，实行了疫情报告
微机联网。并积极参与全县组织的非典
防控应急模拟演练，确保出现突发疫情
时能够队伍拉得出，战役打得响，由于
我们防控措施得力，使得我县无一例非
典疫情出现。

2009—2012年手足口病在全县大
面积暴发流行，同时也带动全县的传染
病发病率呈现快速上升态势,2009年手
足口病发病占法定传染病的59 . 55%。县
疾控中心成立手足口防控领导组织，并
组织流行病学专家组成手足口病疫情

管理防控技术小组，根据流行病学的三
间分布特点对疫情进行研判，及时向卫
生行政部门提出防控策略。聘请市级疾
控专家对中心全体人员进行全员培训，
提高整体防控水平。在5—7月份手足口
高发时期，分成3个流行病学调查和消
毒分队由中心副主任带队深入全县所
有手足口聚集病例和重症病例的村庄、
小区，学校等地开展手足口布控工作，
通过流调、消毒、宣传、指导等认真细致
开展工作，做到“重心下移、关口前移”，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使全县手足口病发
病率由2009年的213 . 09/10万下降到
2012年的63 . 45/10万，极大的保护了全
县广大儿童的身体健康，为全县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009年11月，一场大范围的甲型
H1N1流感在全国流行并不断蔓延，县
疾控中心随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

《茌平县甲型H1N1流感防控领导小组》
和流感防控技术小组及应急队伍，充分
做好了预防甲流人、财、物的准备工作。
有效的控制了甲流的流行，保护了群众
的身体健康。

“一专多能”，打造一流团队
为扎实推进茌平县疾控工作的全

面实施，茌平县疾控中心不断提升疾控
队伍综合素质，提高基层疾控工作的执
行能力和工作效率，实现各项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利用疾
控中心现有的疾控专业人员，培养“一
专多能”的全科型疾控专业人才，调整
充实指导团队工作人员，不断提升疾控
队伍综合素质，提高基层疾控工作的执
行能力和工作效率，实现各项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探索适
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形势下的技术
指导和督导考核模式，在实践中总结创

新切实可行有效的工作方法，着力打造
一流团队，推动全县疾控工作全面落
实。

2003年在抗击“非典”那段特殊日
子里，健康教育全体职工以无私无谓、
舍身忘我的英雄为榜样，视疫情为命
令，加班加点，舍小家为大家，坚决彻底
执行领导安排的各项任务，保质保量完
成各项工作。为“非典”捐款，大家争先
恐后；为“非典”指挥部解决办公室，大
家义不容辞、毫无怨言地挤在一起；为
提高人民群众对“非典”的认识，大家
加班加点，赶制宣传材料，不惜体力

地搬运、张贴；为留下全国上下众志
成城抗击“非典”的精神，摄影、摄像
的同志深入到学校、公交公司、出租
公司、机关、公共场所、医院等地进行
实地拍摄；为了使支援一线工作人员
能无忧无虑地工作，在今年这个特殊
的六一儿童节里，大家自发自愿地组
织抗击“非典”一线人员的家属和孩
子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点点滴滴
都是小事，但反应的是职工的精神面
貌，是职工心系“非典”、心系群众健
康的真实体现，是职工高度责任感的
体现。防控H7N9禽流感应急演练。

茌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茌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篇）：

恪恪尽尽职职守守着着力力提提升升人人民民健健康康指指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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