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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爱卫会关于印发徐州市 20⒛ 年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爱卫会 ,市爱卫会成员单位
,

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

现捋 《徐州市⒛⒛ 年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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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是巩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阶段

性成果 ,是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和国家卫生县城(乡 镇)巩 固提

高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为   落实市委、市政府领导关

于进一步巩固提高国家卫生城市成果,建 立健全常态化长效

密度控制在国家标准之内 ,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及身

一、工作目标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达到国家标准。各级病媒生物预

防控制资料管理符合统一规范要求。

(-)进 一步健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组织机构 ,落实专

(兼 )职人员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各项管

(二 )抓好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资料的管理工作。落实病

媒生物预防控制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对于年度内病媒

生物预防控制工作要求有计划、有实施方案、有消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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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总结 ,开展工作的佐证资料齐全 ,各项资料要整理在册 ,

(三 )加强病媒生 预防控制宣传工作 ,不断强化辖区

内市民群众卫生意识 ,增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自觉性和积

极性 ,自 觉维护辖区内卫生环境。

高各级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人员以及专业人员的业务水

平。

(五 )加强孳生地综合治理工作。各县 (市 )区、各单

位要按照市统一安排 ,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 ,开

展病媒生物孳生地治理活动 ,消 除卫生死角 ,清理垃圾、杂

物、杂草、积水等 ,垃圾封闭管理 ,做到 日产 日清。

(六 )抓好病媒生物防护设施建设。按照新的国家标准
,

防护设施完好率要达到 95%以上。

(七 )开展鼠、蝇、蚊、蟑螂的消杀工作。

三、防护设施

(-)灭鼠的防护设施 :

1、 外环境 1o~⒛ 米 ,靠墙根、器材、杂物堆放处放置灭

鼠毒饵盒一个。食品加工、苣接入口食品摊位和门店、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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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跟食品相关的场所 ,不得使用杀鼠剂 ,可使用鼠笼(鼠夹、

粘鼠板),每 15m2布放 ⒉3个。

食品库房门口有挡鼠板 ,高度不小于 0.6m,外包铁皮。

3、 厨房操作间下水道出水口竖箅子 (金属栏栅 ),箅子

缝小于 6mm;若无竖箅子 ,排水沟横箅子缝小于 6mm,且无

缺损,地漏加盖。

4、 堵塞通向外环境的管线孔洞 ,没有堵死的孔洞 ,其

缝隙不得超过 6mm。 一楼或地下室排风扇或通风口有金属

网罩 ,网 眼不得超过 6mm。

(二 )灭蚊蝇的防护设施 :

1、 排气孔纱门、崮的纱网应完整无损 (无纱门的要安

装防蝇门帘 ),厨房、餐厅按 100m2安装一台灭蝇灯 ,并配

备蝇拍。剩饭剩菜存放必须有纱罩。

2、 公厕封闭式管理 ,公厕内安装灭蝇灯、防蝇门帘和

3、 渗水井、污水池要加盖或设
“
防蚊隔

”
,使蚊虫不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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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灭蟑螂的防护设施 :

食堂的操作间、餐厅、库房等所有的洞、缝 ,要用水泥

或油泥堵、抹 ,防止蟑螂出入、生息。

每月采用粘蟑纸对操作间、食品加工间、库房等重点部

位进行自测 ,一旦发现有蟑螂活动 ,要及时进行杀灭。

四、责任分工

(-)按全国爱卫会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实行单位责任制。市、县 (市 )区、

各部门 (单位 )和部、省驻徐单位负责各自区域范围内的病

媒生物孳生场所 ,负责防鼠防蝇、灭鼠毒饵盒、防蚊闸板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二 )爱卫会负责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组织协调工作 ,

发布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各县 (市 )区爱

卫会和有关部门部署全市范围内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行动 ,督

导检查各单位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的落实情况。

(三 )市疾控中心负责制定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有关技术

方案 ,组织各县 (市 )区疾控中心对重要场所的病媒生物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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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预警 ,组织进行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负责组

织对各县 (市 )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进行技术指导和效果评

估。

(四 )各县 (市 )区爱卫会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病媒生物

预防控制行动 ,督导检查辖区单位、住户落实病媒生物防制

各项措施。结合各县 (市 )区实际 ,制定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突发事仵应急处理预案 ,建立健全病媒生物应急处置队伍
,

有专项经费 ,有灭鼠杀虫药、械储备。

(五 )各县 (市 )疾控中心负责辖区及重要场所的病媒

生物密度监测与预警 ,组织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 ,对辖区病

媒生物防制进行技术指导和效果评估。

(六 )各县 (市 )区政府、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抓好辖区公共外环境的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对公共外环境定期进行消杀。

(七 )市场监管局分别负责抓好辖区各类饭店、饮食门

店、单位食堂、药品经营企业、药品生产企业、食品加工厂、

酿造 (酒 )厂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督促以上单位做好

-6-



院
丶
 
作

 
作
°

( )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城管部门分

别负责抓好辖区有 (无 )物业管理居民小区、便民疏导点、

绿化带、公园、广场、各类建筑(含待建、拆迁、收储等)工

地、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发电厂、公厕、垃

圾收集点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督促定期开展消杀工

作 ,并健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设施。

(九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抓好辖区星级宾馆、影剧

歌舞厅、网吧、音像店、图书馆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

,督促其按要求做好病媒生物防护设施 ,定期开展消杀工

(十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抓好辖区各类医院、公共

场所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督促其按要求做好病媒生物

防护设施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十一 )教育局 (文教体局 )负责抓好辖区各类学校、

幼儿园、职业培训机构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督促其按

要求做好病媒生物防护设施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十二 )交通运输局负责抓好长途汽车客运站 ,距城五

公里公路洽线、公交公司及下属各个单位的病媒生物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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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 ,督促做好病媒生物防护设施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十三 )上海铁路局徐州办事处负责抓好辖区铁路洽线

及站内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按要求做好病媒生物防护设

施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十四 )商务局负责抓好各类集贸市场(农贸市场、街坊

中心
)、 商场、经营门店及辖区废品收购站的病媒生物预防控

制工作 ,督促其按要求做好病媒生物防护设施 ,定期开展消

杀工作。

(十五 )发改委负责抓好辖区粮库、粮油店、粮食加工

厂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督促其按要求做好病媒生物防

护设施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十六 )水务局负责抓好辖区沟渠、蓄水池、河道、水

库、水源地、污水处理厂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督促做

好病媒生物防护设施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十七 )农业农村局负责抓好辖区林地、屠宰场、农田

等地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督促做好病媒生物防护设施
,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十八 )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抓好所属企事业

— 8_



单位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督促其按要求做好病媒生物

防护设施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十 九)各县 (市 )区及办事处负责抓好所辖无物业管理

居民小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

督促其按要求做好病媒生物防护设施 ,定期开展消杀工作。

(=十 )供电公司负责抓好所属变电站 (所 )的病媒生

物预防控制工作 ,督促按要求做好病媒生物防护设施 ,定期

开展消杀工作。

五、实施步骤

(-)宣传准备阶段 (⒛⒛ 年 4月 10日 ~4月 ⒛ 日 )

1、 继续加强市、县 (市 )区、镇 (办事处 λ居委会 (村
)

四级组织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网络建设 ,充实病媒生物预防控

制专 (兼 )职人员 ,明确责任目标。

2、 广泛宣传除害防病的目的和意义及科学防制方法
,

积极动员广大群众自觉投入到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中来。

3、 根据病媒生物密度和孳生地调查 ,划定本辖区重点

孳生场所 ,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

4、 组织技术培训 ,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对照病媒生物预

防控制要求、以及防护设施的标准配置等 ,进行相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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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县 (市 )区划拨专项经费 ,按照市爱卫会的要求

购置合格的药物、器械。

(二 )实施整治阶段 (⒛⒛ 年 4月 21日 ~1o月 3o日
)

1、 大力整治环境。积极开展室内外卫生大清扫活动
,

清除卫生死角、疏通沟渠、翻坛倒罐、清除积水、完善防护

设施、去除油污、堵洞抹缝 ,消除病媒生物的孳生栖息场所。

2、 在坚持 日常预防控制的基础上 ,继续开展冬春季、

秋季灭鼠 (灭蟑 )和夏季蚊蝇蟑消杀活动 ,确保密度控制在

国家标准之内。

3、 认真做好过程记录 ,做到有影像、有资料。购买药

品及合作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必须具备合法资质 ,符

合省、市爱卫会要求。

(三 )检查验收阶段 (⒛⒛ 年 5月 10日 ~11月 30日
)

1、 对照标准查漏补缺 ,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制定巩固

措施 ,适 时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活动和专项杀灭活

动 ,确保病媒生物控制水平达标。

2、 对前阶段预防控制结果进行跟踪、检查 ,确保预防

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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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体措施

(-)落实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经费。各地政府、各单位

要保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经费的落实 ,做到专款专用。统筹

好药械采购和预防控制基本设施建设 ,把预防控制基本设施

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摸清基本情况 ,积极筹措经费
,

切实降低辖区内病媒生物密度。

(二 )深入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各级各单位要充分利用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 ,加强病媒生物预防控

制工作宣传 ,经常播放和刊登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科普知识
,

不断提高市民群众的卫生防范意识。同时要加强政策、法规

引导 ,促进单位责任制的落实。利用爱卫月、周末卫生日、

统一行动等时机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发动工作 ,动员更多

的市民积极参与。

(三 )认真组织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业务培训。各地政府、

各单位在开展业务培训工作中 ,要重点学习全国爱卫会制定

的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各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
,

不断提高管理及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

(四 )坚持做好日常监测工作。市、县 (市 )区两级疾

挫中心要坚持经常性的监测工作 ,及时提供监测结果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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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五 )要组织预防控制大行动。根据我市气候和病媒生

物密度监测情况和预警情况 ,积极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大

行动。坚持环境预防控制为主 ,化学预防控制和其它方法为

辅的原则 ,广泛发动群众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 ,整治

室内外环境卫生 ,清除卫生死角 ,大力治理病媒生物孳生环

境 ,有效降低全市病媒生物密度 ,控制疟疾和登革热等媒介

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六 )扎实开展检查督促工作。坚持镇 (办事处 )月 检、

县 (市 )区季检、市半年考核制度。各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
,

加强对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的领导 ,认真组织经常性督导

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并通报督导情况。大力表彰先进
,

促进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的落实。

(七 )认真做好预防控制保障工作。要做到科学除害
,

完善应急体系建设 ,确保对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突发事件快速

反应 ,有效处置。各单位要加强对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调

研 ,不断创新预防控制方法 ,强化药械安全管理 ,加强消杀

人员安全防护 ,改善消杀人员待遇 ,提高消杀质量和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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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员 作积极性。

抄送 :省爱卫会、省疾控中心 ,各县市区政府。

徐州市爱卫会办公室 2uO年4月 8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