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英政〔2019〕34 号

英林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陶瓷生产、耐火材料
制造、水泥生产和石材加工企业粉尘

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

现将《陶瓷生产、耐火材料制造、水泥生产和石材加工企

业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英林镇人民政府

2019 年 5 月 5 日



2

陶瓷生产、耐火材料制造、水泥生产和

石材加工企业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控制、减少和消除粉尘危害，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权益，我镇决定自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陶瓷生产、耐火

材料制造、水泥生产和石材加工企业中（以下简称“四类企业”）

开展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治理范围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岗位粉尘浓度治理情况”主要任务，以监督执法

与典型示范为抓手，推动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完善防尘设施和强

化职业健康管理，有效遏制尘肺病的发生。

（二）治理范围

1．建筑、卫生等各类陶瓷及陶瓷原料生产企业；

2．耐火材料制造、耐火材料原料生产企业；

3．石材雕刻加工、建筑装饰材料加工、人造岗石制造等各类

石材加工企业；

4．水泥生产企业。

5．存在粉尘危害的其他行业。

（三）工作目标

在全面实施工程治理的基础上，达到“九个 100%”的要求：

一是设置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和配备专兼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率

100%；二是接尘岗位劳动者合格个人防护用品配备率 100%；三是

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接尘劳动者培训率 100%；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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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危害定期检测率 100%；五是接尘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并书面

告知率 100%；六是职业病危害严重岗位警示标识设置率 100%；七

是劳动者劳动合同职业病危害告知率 100%；八是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率 100%；九是职业健康基础建设率 100%。

二、工作步骤

专项治理工作分四个阶段：

（一）启动阶段（2019 年 4 月—5 月）

1．排查摸底。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要组织开展相关企业

情况排查摸底，全面掌握目前仍在进行生产企业的数量及分布、

生产规模、从业人数（包括合同制、聘用制、劳务派遣等性质的

劳动者）、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接尘岗位劳动者合格个人防护用

品配备、接尘劳动者职业健康培训、粉尘危害定期检测、接尘劳

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危害岗位警示标识设置、劳动者职业

病危害告知、职业健康基础建设情况，督促企业于 5 月 10 日前完

成相关情况的上报工作，并于 5 月 24 日前将企业基本情况（见附

件 1 至 2）报送镇卫计办。

2．宣传发动。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要组织召开专项治理

工作启动部署会，并结合职业病防治宣传周等活动广泛宣传粉尘

职业病危害及防护基础知识技能；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

员的专题培训，把治理要求传达到每一家企业，让企业了解掌握

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粉尘危害后果，清楚粉尘危害

专项治理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主要措施和法律后果，增强企

业开展粉尘危害治理的自觉性。

（二）企业排查治理阶段（2019 年 6 月—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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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主要任务：一是抓样板。在各自辖

区内开展专项整治的各个行业各选择 1-2 家防尘设施效果好、职

业健康管理规范的企业作为样板，通过组织观摩学习、召开现场

会等形式，以典型推进治理工作。二是抓指导。充分发挥微信、

QQ 等信息化交流沟通手段，强化治理工作的过程指导，掌握治理

进展情况。三是抓监督。加强对企业排查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将检查贯穿于企业排查治理整个阶段，至少开展两轮监督检查，

对辖区内相关企业要做到全覆盖检查。把职业健康体检不落实的、

未进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检测或检测粉尘浓度连续超标的、未

参加职业卫生基础建设的或建设达不到要求的、发生过职业病危

害事故的、2015 年以来企业有新发职业病患者的、劳动者人数达

100 人以上的以及存在因职业健康违法行为被立案处罚记录的企

业作为重点治理对象。

企业主要任务：一是对本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各个环节进行

全面、深入、细致排查，全面辨识本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与岗位，

准确界定接触职业病危害人员，清楚掌握本单位职业病危害状况。

二是制定排查治理方案，重点分析粉尘超标和职业病患者新发的

原因，提出解决办法，有针对性地制定粉尘危害排查治理方案，

全面开展粉尘危害排查治理；作业场所粉尘浓度超标而企业自身

技术能力不足的，应聘请除尘设施设计机构，对防尘设施进行科

学设计与改造，明确治理措施、进度和资金投入。三是对照标准

排查整改，采取针对性的工程治理措施和管理措施，重点改造和

完善防尘除尘设施，同时落实好职业健康各项管理措施。

1．工程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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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瓷生产企业

治理标准：《陶瓷生产防尘技术规程（GB13691）》。

治理重点：原料破碎加工、煤粉加工、粉料储存及输送、压

制成型、修坯、施釉与清扫吹尘等环节。

（2）耐火材料制造企业

治理标准：《耐火材料企业防尘规程（GB12434）》。

治理重点：原料破碎粉碎、粉料输送、（原料生产企业）粉料

包装、粉料混合、压制成型等环节。

（3）水泥生产企业

治理标准：《水泥生产防尘技术规程（GB/T16911）》、《水泥生

产企业防尘防毒技术规范 AQ/T 4247-2015》。

治理重点：物料破碎、原料粉磨、生料均化及入窑喂料、水

泥包装和装车等环节。

（4）石材加工企业

治理标准：《石材加工工艺防尘技术规范（AQ 4220-2012）》

治理重点：人造岗石的填配料、石材切割破碎、打磨雕刻、

异型加工、研磨抛光等环节。

2．管理措施

（1）严格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

要求，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并层层落实粉尘危

害防治责任、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依法设立职业健康

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2）建立健全粉尘危害防治规章制度、职业健康档案和岗位

操作规程，为劳动者（包括合同制、聘用制、劳务派遣等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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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职业健康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合格防尘口罩，

建立定期更换发放领用制度，并监督其正确佩戴。

（3）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加强对作业场所的粉尘日常监测，并

且每年至少委托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

（4）依法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以及接触

职业病危害劳动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教育；依法履行职业病危害

告知义务；依法组织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

职业健康检查；按照规范在醒目位置设置职业健康管理公告栏和

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5）加强外包作业的职业健康管理，建立统一的粉尘作业人

员危害告知、教育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三）监督检查阶段（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

监督检查分两个阶段进行，卫计办将会同各村委会、镇直有

关单位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同时，突出重点，加大对石材加

工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卫计办检查覆盖率将不低于 80%、各村委

会、镇直有关单位对石材加工企业检查覆盖率应达到 100%。没有

石材加工企业的，选择一个存在粉尘危害的行业进行全覆盖检查。

第一个阶段为 2019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以指导为主，

指导企业开展治理活动、职业病项目申报、职业病危害告知、职

业健康体检、职业病危害检测、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为劳

动者配备符合国家职业健康标准和卫生要求的防尘用品等工作。

第二个阶段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以执法为主，对

拒不开展治理活动或专项治理不认真、职业病项目申报、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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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告知、职业健康体检、职业病危害检测不落实的、职业病危

害警示标识缺失严重、不为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职业健康标准和

卫生要求的防尘用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罚。

治理期间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要将监督检查实施情况及

时报送镇卫计办。镇卫计办将适时对各地治理情况开展督查。

（四）全面总结阶段（2020 年 11 月—12 月）

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对相关企业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进行认真总结，并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前将治理工作总结及有关

汇总表（附件 3）报送至镇卫计办。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要高

度重视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切实加强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

治理工作责任和目标任务，统一部署统筹推进；强化治理工作的

监督检查和考核，确保治理责任的分解落实；与基础建设和监督

工作相结合，保障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突出重点，标本兼治。专项治理工作紧紧围绕重点企

业、重点岗位，强化防尘设施、检测监测、个体防护、健康监护

等关键环节，督促企业落实治理措施，改善作业环境和劳动条件。

同时，要结合环保整治行动，对粉尘危害严重、改造不力的企业，

该停业整顿的要停业整顿，该关停的要果断关停。

（三）强化督查，注重引导。镇卫计办将加强对各村委会、

镇直有关单位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督查抽查，对治理工作推动不

力的，将予以通报；对治理工作走过场的企业将公开曝光，对没

有按照要求完成整改的，将上报市卫健局依法予以处罚，做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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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查处一批，公告曝光一批，警示震慑一批”。各村委会、镇直有

关单位对专项治理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沟通协调，确保各阶段

治理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四）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要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有关部门和企业的思想认识，增强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

宣传专项治理先进单位，曝光拒不治理或治理不到位的违法企业，

形成有利于治理工作的舆论氛围。

附件：1.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

2.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

3.企业治理情况监督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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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

1.企业名称： 2.企业法人：

3.企业地址：

4.行业类别：□陶瓷生产□耐火材料制造□水泥生产□石材加工□其他

5.主要产品：

6.劳动者人数 （人），其中接触粉尘危害（含劳务外包人员） （人）；

新进劳动者人数 （人），其中接触粉尘危害（含劳务外包人员） （人）。

7.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接受职业健康培训？

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

□是 □否

□是 □否

8.企业按照规定向接尘人员发放合格的防尘用品？ □是 □否

9.企业按照规定向接尘人员进行职业危害告知？ □是 □否

9.2018 年，按要求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档案？□是□否

接尘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情况：应检 （人）、实检 （人）。

10.2017 年，是否开展了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是 □否

如已检测，浓度（mg/m3）由高至低排序的粉尘作业岗位名称：

① 岗位，浓度 ；② 岗位，浓度 ；③ 岗位，浓度 ；

④ 岗位，浓度 ；⑤ 岗位，浓度 ；⑥ 岗位，浓度 ；

11.2018 年，浓度（mg/m
3
）由高至低排序的粉尘作业岗位名称：

① 岗位，浓度 ；② 岗位，浓度 ；③ 岗位，浓度 ；

④ 岗位，浓度 ；⑤ 岗位，浓度 ；⑥ 岗位，浓度 ；

企业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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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行业领域
企业数

（家）

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的企业数

（家）

配备个人防护

用品的企业数

（家）

开展职业卫

生培训的企

业数（家）

开展定期检测

的企业数（家）

开展职业健康

检查的企业数

（家）

设置岗位警示

标识的企业数

（家）

开展职业病危

害告知的企业

数(家)

开展职业卫生

基础建设企业

数(家)

陶瓷生产企业

耐火材料制造企业

水泥企业水泥企业

石材加工企业

其他涉及粉尘行业

合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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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检查整改情况表

1.企业名称：

3.企业地址：

4.行业类别：□陶瓷生产□耐火材料制造□水泥生产□石材加工□其他

5.主要产品：

6.首轮检查时间及整改要求：

7. 首轮整改落实情况：

8.次轮检查时间及整改要求：

9.次轮整改落实情况：

10.拒不整改企业家数和具体名单：

企业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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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林镇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5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