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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食堂餐饮系统安
全管理指南

4.1.3.3 岗位培训与考核
入职培训：应对新入职人员

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培训内容有
餐饮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知识、
基础知识及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加工制作规程等，宜在培
训中明确个人岗位的安全生产责
任；培训后应对从业人员进行考
核，考核通过后方可上岗。

在职培训：利用早例会、周例
会等多种方式进行培训；重点将
日常工作中查出的问题，进行剖
析、举一反三，达到警示整改的目
的。

安全生产培训：食堂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食堂配备
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接受安
全培训，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初次安全培训时
间不得少于 32 学时。每年再培
训时间不得少于 12 学时。安全
生产培训内容有国家安全生产
方针、政策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规章及标准。负责人
应掌握安全生产管理基本知识、
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生产专业知
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掌握
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技术、
职业卫生等知识。食堂负责人
应明确重大危险源管理、重大事
故防范、应急管理和救援组织以
及事故调查处理的有关规定。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掌握应急
管理、应急预案编制以及应急处
置的内容和要求。食堂负责人
应掌握相关职业危害及其预防
措施。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明

确伤亡事故统计、报告及职业危
害的调查处理方法，国内外先进
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典型事故
和应急救援案例分析，其他需要
培训的内容。

安全培训考核：食堂负责人
应根据食堂各岗位的工作性质
对其他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的
安全培训及考核，保证其具备本
岗位安全操作、应急处置等知识
和技能。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岗
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4 学
时。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
训规定，食堂其他从业人员应接
受的安全生产培训，内容有食堂
安全生产情况及安全生产基本
知识，食堂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劳动纪律，所从事岗位的安全职
责、操作技能及强制性标准，安
全设备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
用和维护，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岗位之间工作衔接配合的安全
与职业卫生事项，预防事故和职
业危害的措施及应注意的安全
事项，有关事故案例，其他需要
培训的内容。

4.1.3.4 从业人员个人卫生

管理
个人卫生要求：从业人员应养

成优良的个人卫生习惯，保持清
洁健康热情向上的仪表。四勤：
勤洗手（勤剪指甲）、勤洗澡、勤理
发、勤洗工作服帽。手部清洗消
毒应严格按照洗手“七步法”进
行。

厨房专间个人卫生要求：从
业人员在做好个人卫生管理的基
础上，进入专间操作须二次更衣。

工作服的管理要求：工作服
应有清洗保洁制度，3 天清洗一
次，班前更换。离开食品作业区
时要脱掉工作服，如去洗手间。

4.1.4 岗位职责
4.1.4.1 饮食中心（科）负责

人安全生产职责
负责监督饮食中心人员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协助相关部门
完成饮食中心全员责任制的考
核，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及操作规程，检查各项记录完成
情况。

负责召开安全运营管理会
议，组织、督导、奖惩各餐厅（食
堂）的安全管理工作。负责拟

定运营管理年度工作计划、培
训计划、QHSE（质量、健康、安
全和环境）监管计划大表。指
导各餐厅（食堂）起草年度工作
计划、培训计划、QHSE 监管计
划大表。

负责运营管理各类报告的审
批工作和各直接下级考核工作。
负责保证饮食中心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的组织拟定。负责
制订饮食中心年度安全生产管理
目标，并在阶段性实施过程中进
行总结和分析，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改进措施。

负责审查各类外包单位的
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关资质，监督
其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培训、
安全考核、应急预案等落实情
况。负责组织饮食中心应急救
援演练及重要工作的布置与检
查。负责检查饮食中心的安全
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
的建议。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提供）

医疗和疾控机构
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2023年版）

（节选）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减轻患者负担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森 张 志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医疗效
率大提升，患者负担大减轻。”“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省时省力更省
心，医疗资源更高效”……1 月 14
日，记者一走进驻马店市泌阳县
第三人民医院，映入眼帘的便是
一张张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宣传
横幅。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是什么
意思？”“我前几天在乡镇卫生院
做的检查能互认吗？”一个老先生
拄着拐杖指着宣传横幅，咨询医

院的工作人员。针对老先生提出
的疑问，该院工作人员耐心地为
其讲解。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是在统一
技术标准、质控标准的前提下，
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检查检验
结果实现互认。这一举措可减
轻患者经济负担，提高医疗资源
利用率，保障医疗行为的质量和
安全。

为积极落实这一惠民政策，
泌阳县第三人民医院通过多种

途径对此进行宣传。该院组织
召开“解决重复医学检查加重
群众负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推进会，向全院职工详细讲解
什么是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有
哪些互认的项目、哪些情况不
予互认；开展医疗机构间检查
检 验 结 果 互 认 宣 传 周 义 诊 活
动，让更多群众知道这一惠民
政策；办公室及后勤相关工作
人员在医院人群密集位置张贴
宣传横幅。同时，该院工作人

员到各个村卫生室进行宣传讲
解，使辖区内居民更好地了解
这一政策。

据悉，自开展医疗机构间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以来，泌阳
县第三人民医院共发放宣传册
2000 余份，印制宣传折页 1000 余
份，制作宣传条幅30余条、宣传展
板 5 块。同时在该院的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平台宣传医疗机构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内容，提高公
众的知晓率，减轻患者看病就医

负担。
泌阳县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陶

国建说，推进这一便民举措，需要
明确互认医疗机构范围、诊疗项
目、技术标准；建立互认共享平台，
推动数据互联互通；充分调动医疗
机构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形
成长期有效的运行机制。作为公
立二级综合性医院，泌阳县第三人
民医院已经把相关检查检验信息
对接省级互认平台，实现互通共
享。

近年来，漯河市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省卫生健康委部署，高度重视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关爱工作，以
满足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新需求为出
发点，大力开展“三个全覆盖”专项
行动，健全机制，强化载体，加大帮
扶力度，强力推进特殊家庭帮扶全
覆盖。

强化组织领导
工作机制保障到位

漯河市成立全市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三个全覆盖”工作领导小组，多
次召开专题会、推进会，研究部署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三个全覆盖”工作，
做到与业务工作同推进、同落实，进
一步压实责任，提高帮扶关怀工作水
平。

漯河市建立健全保障制度，统筹
兼顾生育、生活、医疗等各方面，深入
基层，落实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双
岗”联系人制度，抓实抓细《河南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鼓励扶持以特
殊家庭成员为主体的自助组织，强化
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漯河市实施精准服务，组织各县
（区）开展月走访、传统节日慰问等活
动，针对特殊家庭成员的情况，提供
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心理慰藉、亲情
陪伴等多种关爱服务，真正做实做细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工作，增
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幸福感、获得
感。

创新服务机制
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关怀

漯河市积极构建多元化扶助体
系，深入开展全方位扶助活动；组织
协调公益募捐活动，筹集活动经费近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暖心年夜饭”公益活动，让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充分感受党和政府的深
切关怀。

漯河市联合市中医院、市第六人
民医院（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定点医
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和社会服务组织
共同打造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送健
康、送关爱、送温暖“健康直通车”志
愿服务平台，全方位关爱帮扶失独群
体。2024年以来，该市共开展各类帮
扶活动20多场。

漯河市对市区500多户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老人进行全面健康体检，并
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健康回访，为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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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孟 旭 沈迎兵）近日，
尉氏县中心医院睡眠医学中
心成功治愈一名受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困扰多年的患者。

患者为男性，今年41岁，
早上起床后容易出现头痛，反
应迟钝，精神萎靡不振。患者
在多家医院进行头颅CT（计
算机层析成像）以及磁共振检
查，均未发现明显异常，这使
得病情诊断陷入僵局，治疗无
从下手。

患者到尉氏县中心医院
就诊后，睡眠医学中心医务
人员根据病情为患者进行多
导睡眠监测。监测数据显示

患者睡觉时频繁出现阻塞性
呼吸暂停，血氧饱和度下降，
并有重度低氧血症。面对患
者病情，睡眠医学中心专业
医疗团队凭借精湛的医术与
丰富的经验，迅速展开精准
诊断。入院第二天，医疗团
队为患者启动持续气道正压
通气治疗方案。随后，患者
的各项指标好转，睡眠状况
得到改善。

尉氏县中心医院睡眠医
学中心主任李超杰介绍，打
呼噜绝非睡觉时无关紧要的

“小插曲”，实则是一种隐匿
的危险疾病，严重时，甚至会
对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尉氏县中心医院

治愈一名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患者

基层技术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胡艳

梅 苑贝贝）连日来，周口市川汇区卫生
健康委多策并举，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和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全力打造
安全有序的群众就医环境和健康保障体
系，切实保障全区卫生健康系统的安全
稳定。

针对全国近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
的多起重大安全事故，川汇区卫生健康
委要求全区卫生健康系统要深刻吸取

教训，迅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活动，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切实做到“零事故、零容
忍”。

为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川
汇区卫生健康委成立工作专班、组建专
项检查小组，深入 48 家医疗机构，开展
医疗安全、消防安全、信访维稳、殡葬领
域乱象治理等工作。在医疗安全方面，
重点检查诊疗规范执行情况、药品药械

管理及医疗纠纷防范机制；在消防安全
方面，检查消防设施完备情况、疏散通
道畅通情况；在信访维稳方面，仔细梳
理医患矛盾纠纷隐患，积极协调解决群
众诉求。

对于部分机构存在的消防设施老
化、医疗废物处理不规范等问题，检查小
组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
立即整改，并跟踪落实情况，形成闭环管
理。

周口市川汇区

全面推进就医安全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
宋彬彬 高 鸽 刘 备）2023 年的
市域静脉溶栓率为 26.90%，2024 年
提升至 30.66%，连续两年位居河南
省第一——这是洛阳市静脉溶栓工
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1 月 11 日，在郑州召开的河南
省卒中学会医疗质量与规范化诊治
培训会上，河南省神经系统疾病质
控中心公布了 2024 年全省脑卒中
防治关键适宜技术开展情况。洛阳
市首次实现市域静脉溶栓率超过
30%，再次位居全省首位。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
率、高死亡率的特点。近年来，洛阳
市中心医院作为脑卒中质控中心、
防治中心，在省脑卒中防治中心和
市卫生健康委和各医疗单位的大力
支持下，持续深耕脑卒中防治工作
和脑卒中中心建设工作，建立了以
绿色通道为核心，以高危筛查为基
础，以适宜技术为抓手，以信息质控
为根本的卒中防治“洛阳模式”，全
市静脉溶栓DNT（脑卒中患者到医
院至开始静脉溶栓的时间）中位时
间持续降低，救治效率稳步提升。
同时，积极推进各县区基层卒中救
治单元的建设工作，截至2024年年
底，洛阳市共计完成49家乡镇卫生
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现场验收
工作，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2024 年，洛阳伊洛医院静脉溶
栓突破 700 例，同比增长 92.5%；汝
阳县人民医院静脉溶栓率同比增长
56.7%；新安县基层脑卒中单元建设
成效显著，4家乡镇卫生院年溶栓量
超过10例；宜阳县人民医院积极承
担国家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干预项
目与河南省县域心脑血管病高危人
群综合筛查与管理项目，院外脑卒
中筛查干预超1600人次。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
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的通知》及《健康河
南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
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等文
件的发布，为脑卒中防治及质量控
制工作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
洛阳市中心医院将持续努力，充分
发挥区域引领作用，带动洛阳地区
的脑卒中防治能力稳步提升，加强
脑卒中防治市—县—乡（镇）三级
网络建设，继续构建“防、治、管、
康、健”五位一体的全流程健康管
理模式，为人民群众筑牢坚固的生
命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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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商丘市中医院，医务人员询问“患者”情况。当天，该院护理部组织开展首届护理急诊、重症技能竞赛，
进一步夯实急危重症护理人员的护理理论基础，规范急危重症护理人员的技术操作，激发急危重症护理人员钻研
业务、苦练技能的热情。 赵忠民 贾红霞/摄

本报讯 （记 者 常 俊 伟
通讯员陈峰华）近日，新乡县
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陈峰华
团队救治了一名顽固性低血
糖昏迷的患者。

患者为男性，73岁，在家
中因不明原因昏迷，血糖低到
测不出。新乡县人民医院消
化内科医务人员为其做检查
时发现患者腹膜后有巨大肿
物占位，随后患者被转入普外
科进行手术治疗。

术前，陈峰华充分预判手
术的困难程度，及时与上级医
院专家进行会诊沟通，制订详
细的手术方案。术中，手术团
队探查发现，肿瘤与周围的肾
脏、脾脏及胰腺等脏器粘连密
切，手术难度较大。他们抽丝
剥茧，最终顺利切除巨大肿
物。

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第二
天血糖就恢复正常，并顺利出
院。

新乡县人民医院

救治一名腹膜后
有巨大肿物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