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水县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经验交流材料

城市更洁净  生活更美好



        
自2013年12月被全国爱卫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县城以来，建水县在省、州党委、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在省、州爱卫办的关心、指导与帮助下，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

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实施意

见》精神和《国家卫生县城标准》，把巩固国家卫生县城与实施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计划、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国家级园林县城工作相结合，在常态化、制度化上下功夫，

加强领导，探索机制，携手同心，苦干实干，城市卫生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人居环境更加洁

净优美，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2017年6月被全国爱卫会重新确认为国家

卫生县城。





一、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有序“巩卫”



（一）组织保障有力

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适时听取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每年召开1次全县爱国卫生暨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会，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困

难问题，安排布置任务。健全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政府县长任常务副组长，县委专职副书

记、县政府分管爱卫工作副县长等有关县级领导任副组长的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领导小组；

健全由县政府分管爱卫工作副县长任主任的县爱卫会；健全由县委督查专员任组长的4个县环

境卫生督查组，每月至少督查城区环境卫生1次，对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内容作专项督查；健全

8个巩固国家卫生县城专业检查指导组，每季度至少分类检查指导1次；县级单独设立正科级

的县爱卫办，做到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办公场所“五落实”。



（二）政策保障配套

制定出台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中共建水县委 建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建

水县卫生县城管理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共建水县委办公室 建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

一步完善城乡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建水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

（2016—2020年）》、《建水县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实施方案（2016—2020年）》、

《建水县开展爱国卫生大扫除活动方案》等系列配套文件，确保《国家卫生县城标准》相关

要求干在实处、落地有声。



（三）经费保障落实

把爱国卫生事业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根据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之需，

县财政适度预算安排落实经费。



（四）考核保障到位

县爱卫会与各乡镇、县爱卫会成员单位签

订每年度爱国卫生工作目标责任书，严格进行

检查考核。



二、完善设施功能，提升城市品位

坚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重，着眼于打造宜

居宜业宜旅城市，建成一批市政道路、学校、医院、

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垃圾中转、给排水、供气、电

力、通信、文体、城市水景、健康主题公园、绿化、

亮化、免费公厕等基础设施，城市功能日益增强，城

市管理日趋规范，城市品位与日俱增。2014年以来，

累计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2.5亿元。





2017年，建水县城建成区面积达19.2平方公里, 建成城市道路90公里，城镇化率达46.6%，城市绿化率达37%，城市

生活污水、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9.8%，城区供水普及率达96%、水质综合合格率达

100%、供水安全率达100%，卫生公厕实现行政村全覆盖。2017年被省政府命名为第八批省级园林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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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多措并举，净化美化环境



（一）强化示范引领

到2017年，全县创建省级卫生乡镇达7个、省级卫生村达42个，省级卫生乡镇占14个

乡镇半数。



（二）强化全民扫除

从2011年7月起，坚持每月最后一个周五开展全县群众性爱国卫生大扫除日活动，坚持

每周五开展各单位“爱卫清扫日”活动。



（三）强化包保责任

落实城区道路环境卫生包保责任制，将城区每条每段道路环境卫生包保责任细化分解到

每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和每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



（四）强化“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

对城区范围内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户，实行

“门前三包”责任制。



（五）强化清扫保洁

建水城市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垃圾中转站“三驾马车”正常运营，实行城市环卫、

绿化市场化管理模式，环卫工人、绿化工人、清运车、机扫车、洒水车、垃圾箱、垃圾桶齐

上阵，实现全天候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六）强化环境整治

2014年以来，每年元旦、春节、

“五一”劳动节、国庆节、中秋节等

重要节庆，组织开展节前节后环境卫

生整治。



开展城乡结合部及城中村、居民小区、农贸市场、车站、公园广场、景区景点、“五小行业”

等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环境卫生整治30次；开展“河长清河行动”和城区沙拉河、象冲河、泸江

河河道环境卫生治理5次，累计120公里。



2018年3月至6月，全县开展提升城乡人居环境“百日攻坚”行动，重点对集镇、村

庄、交通干道、河湖水体、旅游景区实施“治乱、治脏、治堵”工作，城乡环境明显改善。



（七）强化行业监管

县级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职能和行业管理要求，相互通报情况，通力协作配合，采取动

态巡查、定期检查、随机抽查、联合检查方式，加强行业领域环境卫生日常监管，对“脏乱

差”问题应整改的限期整改，应查处的绝不姑息迁就。城区建筑施工场所建围墙或围栏封闭

管理，督促施工单位妥善处置建筑垃圾。据实设置道路交通标识标线标牌和临时停车位，严

管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违规行为。



（八）强化曝光警示

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内容、举报方法，在建水电视台公开曝光乱扔垃圾、乱扔烟头、

随地吐痰、损坏市政设施等不文明、不卫生行为。



四、坚持“四个统一”，持续防控病媒

完善县、乡镇、行政村“三防”体系，

加强病媒生物防制业务培训，做到统一药物、

统一供应、统一时间、统一技术“四个统

一”，每年开展全县性春秋两季病媒生物防

制活动，对一些重点区域和行业实施经常性

防控。



完善县、乡镇、行政村“三防”体系，加强病媒生物

防制业务培训，做到统一药物、统一供应、统一时间、

统一技术“四个统一”，每年开展全县性春秋两季病媒

生物防制活动，对一些重点区域和行业实施经常性防控。

根据环境、地理、气候及疾病种类和流行特点，上下联

动，专群结合，有效预防寨卡病毒、登革热等传染病。

2014年以来，每年实施春秋两季病媒生物防制，累计投

入病媒生物防制300万元；举办病媒生物防制骨干培训5

期，参训1500人（次）；邀请省州专家开展病媒生物防

制讲座3次，聆听人数1700人（次）。



五、广泛宣传教育，健康深入人心



     

                  重点内容：爱国卫生运动政策、《国家卫生县城标准》、卫生与健康常识

                  重点对象：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中小学生、社区居民、个体工商户

                  重点形式：各类会议、专题讲座、广播电视、宣传栏、宣传资料、义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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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宣传



广泛深入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讲文明、讲卫生、讲公德逐渐蔚然成风。在全县各机关事业

单位、社区（村委会）、居民小区、学校、医院、集贸市场、车站等制设了健康教育宣传栏，在

县城区人员聚集地段制设健康宣传栏7处。2014年以来，累计投入健康教育经费350万元，制发

《建水县公民健康知识读本》6万册，发放宣传资料30万份。



在今后的工作中，建水县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省、州各项重要决策部署，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再接

再厉，创新思维，强化举措，群策群力，锐意进取，大兴文明新风，做精做靓城市，保障群

众健康，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县城成果，推动爱国卫生事业与时俱进、如火如荼，努力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2018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