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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拥有 7000
多名员工的富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生产繁忙、人影匆匆。

职工李威（化名）回忆起 9 月 5 日

那天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那天我

突发癫痫，东坑医院一位医护人员正

好随队来厂里义诊，马上带了人过来

紧急处理，让我很快转危为安。”

救 治 他 的 是 东 坑 医 院 防 保 股 主

任、副主任护师刘妮娜，她还有一重身

份——派驻富港公司的健康副厂长。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在总结

镇街试点经验基础上，经过深入调研，

东莞在全市重点企业全面推广“健康副

厂长制度”。截至 10 月底，各镇街共为

796 家企业配备 496 名健康副厂长，累

计已入企开展 236 次现场服务；完成职

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5225 家次、职

业健康检查 30 万人，治理危害超标企

业 830 家。一场医企合作的职工身心

健康“守护行动”，正在东莞走深走实。

突发状况及时处置
转诊设有绿色通道

经历过 9 月 5 日那次突发疾病，不

仅李威，作为企业管理人员的卿海林，

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健康副厂长的作用。

那天，李威突发疾病，卿海林第一

时间联系了正在富港公司开展健康科

普的刘妮娜等医护人员。

不多会儿，刘妮娜几个人就带着

一些便携救治设备，赶到了李威的宿

舍。经过专业的处置后，李威很快恢

复了稳定，刘妮娜又给李威开通了稍

后去医院复诊的“绿色通道”。

东莞有 21 万家工业企业，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1.38 万家，产业工人 500 多

万人。然而，市卫生健康局调研发现，

受限于教育程度、观念认知等因素，很

多企业职工对自身健康关注不够，小

病挺、大病拖，生活方式、健康观念亟

待扭转改善。“以往，我们的医疗机构

也会提供健康方面的指导和服务，但

比较被动零散，也缺乏针对性。”东莞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毛东波说。

他进一步解释：健康副厂长，就是

为 了 企 业 员 工 的 健 康 管 理 而 设 的 岗

位，由公立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的医务人员

兼职担任，并非企业正式员工，也不从

企业取酬。

在横沥镇，由健康副厂长领衔的

保健团队，对接首批 30 家规上重点企

业。意拉德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现有

员工 500 人，“企业生产任务较重，员工

平时忙于上班，有点头疼脑热也顾不

上去医院，但他们的健康是我们企业

得以长期正常运转的保障。”经理李跃

介绍。

如今，这里的健康副厂长、横沥社

卫中心全科医生江涛每次下厂前，都会

反复沟通，量身定制员工最需要的服

务。员工无论是糖尿病筛查、妇幼健

康、心理咨询、中医养生理疗，还是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足不出厂就能享受到。

量身定制健康计划
提供各类健康服务

10 月 18 日下午，一场义诊在广东

宾豪科技股份公司准时开始，组织策

划人正是担任健康副厂长的陈泽伟。

一见面，企业员工便和他热情地打起

招呼。

“要赢得职工信任只有靠实干。”

陈泽伟说，“在线上，我们组建了 30 余

个‘医企’微信健康服务群，宣教团和

服务队直接在群里答疑解惑，做好健

康宣教的同时，收集健康需求和提供

个性化的就医服务；在线下，我们推出

《健 康 服 务 包》和‘ 量 身 定 制 ’健 康 计

划，并采用义诊讲座、培训演练等，面

对面为工友提供各类健康服务。”

这样额外的工作量，医疗机构能

否承受，工作本已繁忙的医护人员又

作何反应？“这项工作，既无专门拨款，

也不能增加收入。刚开始，的确有个

别人不理解，有些人也只是应医院的

要求‘被动’参与。”麻涌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周丽文透露。

“不过，国家基本公卫项目和家庭

医 生 签 约 服 务 要 求 覆 盖 全 部 常 住 人

口，慢病筛查、‘治未病’、健康科普等

等，原本就是基层医疗机构本职工作

之一。只不过东莞的企业人员众多，

主动到社卫接受签约或慢性病筛查的

机会少。如今通过健康副厂长，这些

工作就有了抓手，让我们更直接深入

到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周丽文说。

探索形成长效机制
完善健康保障体系

“多点实践”的基础上，东莞市也

在探索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推而广之，

让更多企业职工有获得感。

多次调研后，健康副厂长的试点经

验，摆上了东莞市主要领导的案头。不

久，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市工信、人

社、商务等局印发《东莞市重点企业健

康副厂长工作方案》，并于 9 月 13 日正

式启动重点企业健康副厂长工作。

鉴于工业企业数量庞大，东莞采

取分步实施原则，将全市镇街（园区）

分为 3 类，其中一类镇街（园区）每年服

务企业数不少于 30 家，二类镇街（园

区）不少于 20 家，三类镇街（园区）不少

于 10 家。各镇街（园区）可根据实际情

况，将职工总数在 300 人及以上的、工

业年产值亿元及以上的，以及对经济

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重点企业，率先

纳入服务范围。

一 名 医 务 人 员 可 以 同 时 担 任 多

家 企 业 的 健 康 副 厂 长 。 但 为 保 证 工

作 效 率 ，东 莞 规 定 ，原 则 上 每 名 健 康

副厂长受聘企业数量不能超过 5 家；

任期一般为 3 年，可连续聘任。东莞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张巧利介绍，健康

副厂长要为企业提供健康义诊、急救

培训、职业健康管理等八大方面的服

务，“重在普及健康知识理念，为企业

职 工‘ 治 未 病 ’、早 治 病 ；同 时 开 展 传

染 病 哨 点 监 测 ，对 工 厂 企 业 多 发 、易

发传染病进行早期干预，防止大规模

流行。”

围绕试点推广以后如何进一步激

励医护人员，相关探索也在进行。麻

涌镇卫生健康局局长肖国锋表示，正

在建立一些制度，将担任健康副厂长

的工作实绩逐步纳入绩效评价，在提

拔任用上予以考虑。

“我们也在搞‘明星健康副厂长’

的评比活动，通过企业职工投票来评

选，并在年底予以公布表扬。”东坑镇

卫生健康局党支部书记罗华潇说。

（聂鑫参与采写）

广东东莞推出企业健康副厂长制

医企携手，守护职工健康
本报记者 贺林平

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

门印发《关于推进工伤康复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切实推动预防、补偿、康复‘三位

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建设，探索建立

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伤康复制度体系，更

好地满足工伤职工康复需求，努力使工

伤职工得到有效康复。”

什 么 是 工 伤 康 复 ？ 此 次 出 台 的

《意见》有哪些亮点举措？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据介绍，工伤康复是利用康复的

技术和手段，为工伤职工提供医疗康

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等服务，最大

限 度 恢 复 和 提 高 工 伤 职 工 的 身 体 功

能、生活自理能力和职业劳动能力，从

而促进工伤职工全面回归社会和重返

工作岗位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

工伤职工经救治后，工伤保险协

议机构认为有必要进行康复治疗的，

由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提出康复申

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核准后，可到专门的工伤

康复协议机构进行康复治疗，待康复

治疗结束后，由工伤康复协议机构出

具评估意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

跟踪管理，并及时支付所发生的康复

费用。目前，全国工伤保险康复协议

机构已有 1500 多家，2022 年有 5.5 万人

次工伤职工进行了工伤康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

分析，《意见》明确了今后 5 年工伤康复

新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将

为工伤职工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保障。

首先，《意见》首次明确了工伤康

复 制 度 体 系 下 的 门 诊 和 社 区 医 疗 康

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等发展方向和

探索内容。比如，《意见》提出，充分发

挥基层康复积极功能，将工伤康复协

议管理由住院康复向门诊和社区康复

延伸，将符合规定的门诊和社区康复

费用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并

明确国家将适时启动职业康复试点工

作等，这有利于提供更便捷、更全面、

更系统的工伤康复服务。

其次，《意见》还着力扩大和提升工

伤康复服务供给。一方面，鼓励各地积

极扩大协议机构范围，可以将符合条件

的各级工会所辖的“工人疗养院”、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管理的“优抚医院”等按

规定纳入工伤康复协议机构范围；另一

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依托本地具备

实施康复条件的医疗机构、康复机构、

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等，组建“工伤康复

联合体”，配备工伤康复专管员，提供

“全链条”、专业化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会同各部门对各地落

实《意见》情况加大指导力度，建立健

全工伤康复管理机制，研究启动职业

康复试点工作，确立工伤康复重点联

系城市制度等，更好地满足工伤职工

康复需求。

七部门出台意见，推动住院康复向门诊和社区康复延伸

为工伤职工提供更高质量服务保障
本报记者 邱超奕

本报沈阳 11月 21日电 （记者刘洪超）“当时听说市里要

举办职业技能大赛，没想到拿了第一名。后来经过一系列评

审，40岁出头我就从一名技术工人成为了高级工程师！”张腾蛟

是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焊工，从技术工人到

“工人教授”，他的亲身经历，正是沈阳深化高技能人才与技术

人才“贯通互评”改革创新的真实写照。

“为了让技术工人真正长本事、有奔头、得实惠，我们牢牢抓

住人才评价这个牛鼻子，率先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建立

特级技师评聘制度，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成才创造条件、提供平

台。”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志刚介绍。

沈阳市重点围绕 20条重点产业链企业需求，开展产业链企

业高技能技工评审技术职称工作，创新技术技能导向的评价机

制，拓宽技能人才上升通道。截至目前，沈阳市已有 110名高技

能人才获得专业技术职称，覆盖机械、自动化等 13个专业。

目前，全市共有市级及以上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34家、技能大

师工作室78家、技工院校15所，全市技能人才中获得中华技能大奖

6人。全市技能人才达到8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26.5万人。

辽宁沈阳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

本报天津 11月 21日电 （记者武少民）志愿者精心设计

动作，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瑜伽课程；形式多样的文化团队，深

入社区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近期，天津市和平区南营

门街道昆明路社区为社区老人提供了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

“社区里老年人口占 60%，他们对健康、文化娱乐方面有着多样

化需求。我们通过多种措施，补齐文化短板，提升养老服务品

质，受到社区老年群众欢迎。”昆明路社区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天津市和平区针对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推出诸多

服务措施，全面提升养老服务品质。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在下辖

的社区挤出办公场所的空间，改建成养老综合服务中心，让老

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需要的服务。“我们从开封道社区试

点，腾出了 200 多平方米空间，街道帮助引入了一家专业机构，

建起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设有 17 张托老床位。”小白楼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承德道、崇仁里、泰安道等社区也积极压缩办公空

间，就近提供就餐、康复理疗、助浴家政等服务。

天津市和平区提升养老服务品质

去年以来，山东省临朐县打造 228 处“幸福来临”惠民综合体，为群众提供助餐、助浴等惠民服务；建设集养老护理、疗养、

康复、养生、健康管理、照护等于一体的综合医养服务场所，为老年人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图为近日，工作人员与老年人在做益智游戏。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连 日 来 ，河 北 涞 水 县 等 地 刮 起 大

风，天气一天天冷起来。今年夏天，该县

10 个 山 区 、丘 陵 乡 镇 遭 受 暴 雨 洪 水 灾

害，群众怎样度过灾后的第一个冬天呢？

蔡树庵村是九龙镇最偏僻的深山

村，是全县最后一批抢通道路的村子。

沿河“凿”出一条碎石便道，抬头悬崖壁

立。越野车中途趴窝两次，上午 10 点，

才喘着粗气“爬”进村子。

三四个村民正在推土垫路，村支书

赵春江说：“明年开春才能修路，村后边

住了几户老人，眼

下烧煤取暖，先垫

一条路，方便送煤

球子。”

82 岁 的 张 庆

宝耳朵背，一个人

住在高岗上，赵春

江推门就喊，“票已

开好，煤这就到，我

找 人 给 您 搬 到 家

里！”老人笑眯眯地说：“买煤送到家，村

里这么照顾我，太谢谢了！”

蔡 树 庵 村 有 39 户 ，都 用 洁 净 煤 取

暖，县里对烧洁净煤有补贴，前些天，张

庆宝去村委会订了一吨洁净煤。冬天取

暖有了保障。

中午 12 点，离开蔡树庵，沿着小西

河岸上的便道，来到三坡镇上庄村。今

年夏天，山洪曾漫过村边的一层楼，沿路

仍能看到洪水冲过的痕迹。

郑玉田年近八旬，4 间房遭灾塌了，

老两口住在大儿子家。 8 月中旬，他们

重建新房，保险、补贴等共 7 万多元，前

不久新房盖成。

老人买了一台 8 匹的空气能热泵，

政府补贴 1.49 万元，新房装了地暖。“热

气从下往上冒，真暖和！”老人盼着赶紧

住新房，暖暖和和过冬。

上 庄 村 共 有 214 户 ，过 去 烧 煤 取

暖，近两年全改成空气能热泵，根据功

率大小，政府有相应补贴。“后半夜用电

有优惠，每度便宜两毛多钱。”村支书任

全利说。

中午 1 点多，离开上庄村时，碰到刚

进村的三坡镇镇长韩婷：“天冷了，来村

里看看取暖的准备情况。全镇共有 16
个村，上庄和刘家河用空气能热泵，其余

村 子 以 洁 净 煤 为 主 。”韩 婷 说 ，全 镇 共

105 户 D 级危房需要重建，这些农户有

的在城里有房，有的投亲靠友，都得到了

妥善安置。山里施工期短，多数新房打

好地基、盖好主体，明年开春完工。

下午 3 点多，走进山坡镇交界口村

供煤点，煤球装在编织袋里，码放得有 1
米多高。供煤点经营户张爱华是本村

人，负责为附近的山坡镇、其中口乡配送

洁净煤。“谁家要煤，打个电话，我们送到

家里。”张爱华说，“现在洁净煤市场价每

吨 1700 元 左 右 ，政 府 补 贴 农 户 后 每 吨

985 元。”

涞水县发改局工作人员孙骜说，山

坡镇、九龙镇等山区取暖不具备改电改

气条件，目前主要使用洁净煤。这些山

区也是受灾地区，涉及农户共 2.5 万户，

通 过 招 标 ，由 5 家

企 业 保 供 5.1 万

吨。一个采暖季每

户 保 供 2 万 吨 ，政

府有补贴。

下 午 5 点 ，太

阳落山，山里寒气

逼 人 。 顺 路 走 进

交 界 口 村 头 一 户

人 家 ，刚 进 屋 ，一

股 暖 流 扑 面 而 来 ，屋 里 有 个 圆 肚 取 暖

炉，煤球烧得红亮亮的。户主赵应礼有

“老寒腿”的毛病，正在炉子上烧水，用

中药袋热敷。“我跟儿子住前后院，他们

装了空气能，把管子牵到我这边，屋里

装了暖气片。”赵应礼说，“双保险，再冷

也不怕！”

山村冬夜，外面滴水成冰。屋里暖

烘烘的，炉子上的热水开始冒泡。告别

交界口，头顶两三星光，家家户户透出温

暖的亮光……

近日河北涞水等地突然降温，受灾山区群众

怎样取暖——

初冬探暖
本报记者 张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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