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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和疾控机构
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2023年版）

（节选）
第6部分 电梯系统安全管

理指南
4.2.2 管理和作业人员职责
4.2.2.1 人员架构
应明确管理组织架构，按照

五级设置，具体架构为医疗和疾
控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分管负责人（主管院领导）→主
管部门负责人（处长、科长）→电
梯系统管理负责人（班组长）→
操作运行人员。

4.2.2.2 主要负责人职责
主要负责人是指电梯使用

单位的实际最高管理者，对其单
位所使用的电梯安全节能负总
责。

4.2.2.3 安全生产分管负责
人和主管部门负责人职责

a） 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本

单位电梯安全的领导职责，确保
本单位电梯的安全使用；

b）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以及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规
范；

c） 组织制订本单位电梯安
全管理制度，落实电梯安全管理
机构设置、安全管理员配备；

d） 组织制订特种设备事故
应急专项预案，并且定期组织演
练；

e） 对本单位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工作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f）组织进行隐患排查，并且
提出处理意见；

g） 当安全管理员报告电梯
存在事故隐患应当停止使用时，
立即作出停止运行电梯的决定，

并且及时报告本单位主要负责
人。

4.2.2.4 电梯系统管理负责
人职责

a） 组织建立电梯安全技术
档案；

b）办理电梯使用登记；
c）组织制订电梯操作规程；
d） 组织开展电梯安全教育

和技能培训；
e） 组织开展电梯定期自行

检查；
f）编制电梯定期检验计划，

督促落实定期检验和隐患治理
工作；

g）按照规定报告电梯事故，
参加电梯事故救援，协助进行事
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h） 发现电梯事故隐患，立
即进行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
决定停止运行电梯，并且及时报
告本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

i） 纠正和制止电梯作业人
员的违章行为。

4.2.2.5 操作运行人员职责
a） 严格执行电梯有关安全

管理制度，并且按照操作规程进
行操作；

b） 按照规定填写作业、交
接班等记录；

c） 参加安全教育和技能培
训；

d） 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
且做出记录；

e） 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
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
即采取紧急措施，并且按照规定
的程序向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和
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

f）参加应急演练，掌握相应
的应急处置技能。

4.2.3 安全操作规程
应根据所使用的电梯运行

特点，制订操作规程。一般包括
电梯运行参数、操作程序和方
法、维护保养要求、安全注意事
项、巡回检查和异常情况处置规
定，以及相关记录等。

4.2.4 日常检查制度
至少每月进行一次自行检

查，检查的时间、内容和要求应

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
定及产品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的
要求。

4.2.5 维保制度
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必须

由取得相应许可的安装、改造、
维 修 单 位 或 电 梯 制 造 单 位 进
行。根据所使用电梯特点和使
用状况对电梯进行经常性维护
保养，维护保养应当符合有关
安全技术规范和产品使用维护
保养说明的要求。对发现的异
常情况及时处理，并且做出记
录，保证电梯处于正常使用状
态。

4.2.6 定期检验
在用电梯每年进行一次定

期检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
求，在《特种设备使用标志》规定
的检验有效期届满前 1 个月，向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
期检验申请。未经定期检验或
检验不合格的电梯，不得继续使
用。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提供）

新乡市

开展“合理用药年 健康
基层行”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常俊伟
通讯员赵昆仑 闫伟伟 张
玮）近日，由新乡市卫生健康
委、新乡市文明办、新乡市红
十字会主办，新乡市新医药
产业链专班办公室联合各县
（市、区）卫生健康委、多家市
属和驻市医院、新乡市药学
会及药学科普专家团队共同
承办的“合理用药年 健康基
层行”文明志愿服务安全用
药主题宣传活动，举行收官
仪式。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深入
基层一线，普及医疗常识、用
药知识和生活保健常识，提升
大众健康素养水平。活动于
3 月至 10 月先后开展 12 场，
覆盖了原阳县、新乡县、延津
县、封丘县、获嘉县、卫辉市、
长垣市、辉县市、红旗区、卫滨
区、凤泉区、平原示范区等多
个县（市、区）。

活动期间，由各医院资

深药师、医学专家组成的志
愿者团队，围绕基层医务人
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合理用
药、防病治病疑问，进行了
科普宣讲。他们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咨询解答等形
式，将专业的医疗知识转化
为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
言，帮助他们走出日常就医
用药的误区。河南省荣军医
院还在延津县站和凤泉区站
活动现场为在乡退伍军人、
孤寡老人（计生特殊家庭）
开设了优待专场，为他们提
供个性化的健康咨询和用药
指导。

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和新
医药产业链专班办公室将继
续秉承“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携手相关医疗机
构和药企不断探索创新合理
用药健康宣教形式与内容，为
全市人民的健康福祉与经济
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三门峡市

推进新生儿出生
“一件事”联办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晓娟
通讯员王红岩）孩子出生证明
怎么办？该如何参保？孩子
的社会保障卡该怎么申领？
近日，记者从三门峡市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联办业务观摩
培训会上了解到，三门峡市进
一步规范联办的业务流程、群
众线上申报的申请流程和助
产机构的服务流程，为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联办业务的全
面推广应用提供了统一的办
理标准和规范。

三门峡市推行新生儿出
生“一件事”联办工作，是市
委、市政府开展惠民便民服务
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跨部门
协作，优化办事流程，充分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使政府办事
流程更科学、服务模式更高
效、服务态度更体贴，让群众
办事更便利。

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作
为牵头部门，联合市公安局、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医
疗保障局、市行政审批政务信

息管理局、市疾病预防控制局、
市邮政公司等部门共同实施，
成立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工作
专班，强力推进联办工作落地
实施，在“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办
理”“预防接种证办理”“新生儿
出生登记办理”“新生儿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参保登记”“生育医
疗费支付”“生育津贴支付”“社
会保障卡申领”“科学育儿指导
服务”等8个事项系统集成的
基础上，结合该市实际情况对
业务办理流程和资料进行优
化，确保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
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
理、限时办结。

新生儿父母凭夫妻双方
身份证、结婚证，可在各级助
产机构或市、县政务服务中心

“一件事”窗口，或者河南政务
服务网、“豫事办”App（应用
程序）及支付宝小程序上，填
写河南省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联办申请表，办理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
张明濮）近日，濮阳市卫生健康委决
定开展市医学会、市预防医学会、市
中医药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讲科普、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实践操作
系列活动，将主任委员们“所学”转化
为群众“所用”，进一步提升健康科普
质量和效果，推动卫生健康工作由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
转变。

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讲科普、
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实践操作系列活
动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
动》《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
案》《“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等
有关工作要求，通过各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普及预防、诊治、康复、保健等
相关知识，制作系列健康科普音视
频，教育引导公众树立健康意识，更
好地重视健康、维护健康、享受健康。

活动要求，濮阳市医学会 61 个
分会、市预防医学会 5 个分会、市中
医药学会 2 个分会分别组织各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候任主任委员围绕
本专业学科知识，制作5分钟至15分
钟健康科普音视频，副主任委员可经
主任委员推荐制作相应健康科普音
视频。健康科普音视频将在当地电
台、电视台相关频道播放，还会在濮
阳市各医疗卫生单位公众号上展播，
并向市主流媒体和自媒体推送，优秀
作品将向上级推荐。制作的健康科

普音视频将被选入濮阳市健康科普
资源库，主讲人将被纳入濮阳市健康
科普专家库，播放量排在前 30 名的
健康科普音视频可作为评选“濮阳市
优秀健康科普专家”条件之一。

本活动由濮阳市卫生健康委统
一组织，市医学会、市预防医学会、市
中医药学会主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承办；市医学会、市预防医学会、市
中医药学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
别明确1名人员作为联系人，做好主
任委员的沟通协调工作；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负责制定录播
计划，联系市广播电视台进行现场录
制，每周一期，并提供资料由相关媒
体对外推送。

濮阳市学会主任委员健康科普进入“实战”阶段

各地简讯

本报讯（记者张 琦）“这个‘小雨伞’，
不到一块钱，却能预防许多生殖系统疾病，
尤其是艾滋病！”11月6日，防艾专家进校
园活动在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举行，来自河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3位专家向学生
们普及了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本次活动
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局主办，旨在提高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认
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当天下午，防艾专家进校园活动在
学院的大礼堂正式拉开帷幕。河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
所长张国龙、主任医师马彦民，河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孙定勇，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
验，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艾
滋病及结核病防治知识讲座。专家们从
艾滋病的起源、传播途径、症状表现、预
防措施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通
过生动的案例、形象的图片和深入浅出
的语言，让学生们对艾滋病及结核病有
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在讲解传播途径时，专家们特别强调
了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
和母婴传播这3种方式传播，并提醒学生
们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价值观，避免不
安全性行为。在谈到艾滋病的症状表现
时，专家们指出，艾滋病的潜伏期较长，初
期症状不太明显，但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
现发热、乏力、腹泻、体重下降等症状。

除了知识讲座，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
奖问答环节。学生们积极提问，专家们耐
心解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此外，为了加大知识宣传力度，河南
机电职业学院还举办了相关活动，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校园涂鸦、展板展示等形
式，向学生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在校园
一角，还设置了艾滋病病毒检测咨询
点。医务人员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免费
艾滋病病毒检测和咨询服务，让学生们
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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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在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
室检测专业组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操作考试。当天，
焦作市举办2024年传染病防控技能竞赛，进一步推
动卫生健康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传染病防
控能力和工作质量。

王正勋 侯林峰 王中贺/摄

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讯员苗鸿炜）10月31日~
11月3日，由中国职工技术
协会主办、郑州仁济医院等
承办的2024中国技协·超级
显微外科血管吻合技能大
赛在郑州举办。来自日本、
巴基斯坦等国家及国内220
家医疗机构的显微外科选
手齐聚绿城，同场竞技。

本次大赛设置个人赛
（学生组、精英组、资深专
家组）、团体赛（精英组）、
挑战赛，还设置了2场表演
赛（淋巴管—静脉吻合、机
器人血管吻合）。大赛分
为预赛、半决赛（部分组）
和决赛。根据比赛组别的
不同，吻合的血管分别为1
毫米、0.5毫米、0.2毫米、小
于0.2毫米。

为保障比赛的公平公
正，为参赛者提供良好的
竞技环境，参赛者使用的
39台显微（镜）手术台系同
一厂家，参赛者通过随机
抽签的方式确定比赛机
位。比赛现场，评委与选
手分隔开来，评委通过大
屏幕远程观看选手的操
作。经比拼，郑州仁济医
院获得个人赛资深专家组
一等奖、团体赛精英组（0.2
毫米）一等奖。

此外，本次大赛同期
还举办了显微外科大师讲

坛、技能培训班，分享内容
涵盖显微外科血管吻合的
基本原理，不同类型的血
管吻合方法，典型病例分
析，紧急情况处理训练，血
管吻合手术的适应证、禁
忌证、手术方法及注意事
项，显微镜下的视野控制、
组织分离、精细缝合等显
微外科操作技巧等。

大赛执行主席、郑州仁
济医院院长侯建玺说，医学
技术的发展需要医学院校
培养、医学竞技、学术交流
培训。此次显微外科血管
吻合擂台竞技既是对工作
人员显微外科技术的一次
检验，又是一次知识的交
流，是显微外科领域具有里
程碑式意义的重大活动，在
推动显微外科事业发展的
同时，也能发现一批优秀的
显微外科医生。

郑州仁济医院充分发
挥显微外科技术优势，大力
推进强专科、优综合的学科
建设，建立大肢体创伤救治
中心、四肢矫形及功能重建
中心、慢性创面修复中心、
整形美容及手耳鼻唇再造
中心、微创外科中心等，并
设置预防保健科、临床科研
与技能培训中心、全科医疗
科、重症医学中心、内科、外
科、妇产科、健康体检中心
等临床与医技科室。

郑州仁济医院在国家级
赛事中斩获两项一等奖

“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开封拿
下！”近日，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
频上热搜。数千名郑州大学生从
郑州市出发，一人一辆共享单车，
一路骑行 50 余公里，历时约 5 小

时抵达开封市区。这股青春风
潮，让人们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
与激情。但 50 多公里的青春骑
行也并非一路坦途。一位夜骑大
学生说：“我朋友原本身体就比较

弱，从开封回去两天了，还在床上
躺着。”这一情况引起了广泛关
注，也为这场青春冒险敲响了警
钟。对此，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
院专家提醒：夜骑开封，要量力而
行。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急诊
科主任郑晓晖说，骑行作为一种
有氧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
善血液循环、有助于控制体重、降
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还能够改
善心情，对心脏病的康复和预防
有积极作用。但任何事情都有一
个度。从郑州到开封，50多公里
的路程，骑行约5小时，这样的运
动强度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不

小的挑战。人们在剧烈运动后，
易出现过度换气、横纹肌溶解，甚
至心脏骤停。

郑晓晖提醒，夜骑开封一定
要量力而行，长时间超心脏负荷
运动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患
有心肌炎、瓣膜病的人，不要参
加长途骑行运动。在骑行过程
中，如果出现心前区憋闷、心慌
等不适症状，一定要立刻停止，
情况严重时要及时就医。骑行
前，要适当补充蛋白质、糖分和
电解质，做20分钟左右的热身运
动；骑行结束后，做一些放松运
动，避免暴饮暴食，进行充分休
息。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骨
科副主任陈鹏飞也提醒，人们在
骑行时，错误的骑行姿势易导致
关节磨损和疼痛，如膝关节过度
屈伸、身体过度前倾或后仰，都
会增加关节损伤风险。因此，掌
握正确的骑行姿势至关重要。
骑行者要保持背部挺直，避免膝
关节过度弯曲或伸展；双手轻轻
握住车把，肘部微曲，以保持平
衡和控制方向。因为骑行过程
中，主要靠骑行者腿部发力推动
踏板，所以骑行者要确保座椅高
度适中，使脚踏在最低点时膝盖
呈略微弯曲状态，以免膝关节受
伤。

专家提醒:夜骑开封要量力而行
本报记者 丁玲 通讯员 邢永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