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辽卫办发 (⒛ 21〕 89号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

⒛” 年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各市卫生健康委,沈抚示范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

夏季已至,为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高温作

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劳动者高温

中暑事件发生,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健康权益,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和夏季高温天气因素叠加给职工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⒛21年 防暑降温工作的

通知》 (国 卫办职健函 (⒛21)3荟6号 )的 要求,现就做好我省

⒛21年 防暑降温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防暑降温工作

各市卫生健康委要高度重视防暑降温工作,充分认识到高

温中暑给劳动者带来的健康危害,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

作责任,把防暑降温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提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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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周 密安排,根据高温天气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有针对

性地指导用人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要指导相关单位

做好户外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场所的防暑降温工作,合理安

排医护人员、社区防疫志愿者等防疫一线人员的休息时间,避

免因高温天气长时间佩戴防疫用品造成中暑,切实做好高温季

节疫情防控保障工作。

二、强化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

防暑降温直接关系到职工身体健康,各市卫生健康委要会

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用人单位切实加强高温作业和高温天

气作业劳动保护,认真做好以下工作 :

(一 )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明确用人单位是防暑降温

工作责任主体,用 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防暑降温工

作全面负责,全面落实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安监总安

健 (⒛ 12)89号 )规定的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并严格按照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 6部 门 《关于调整辽宁省企业高温津贴标

准的通知》 (辽人社发 (⒛ 14)16号 )规定发放高温津贴。

(二 )切实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用人单位应合理布

局生产现场,改进生产工艺和操作流程,采用良好的隔热、通

风、降温措施,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优

先采用有利于控制高温的新工艺、新设备,从源头上降低或者

消除高温危害。对于生产过程中不能完全消除的高温危害,应

添加必要的通风或降温设备,使其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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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用人单位要根据生产特点和作

业条件,合理安排和调整作业时间,适 当增加高温作业环境下

劳动者休息时间,减少高温时段户外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40℃

以上,应 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7℃ 以上、

40℃ 以下时,用 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

不得超过 6小 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

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5℃ 以上、37℃ 以下时,用 人单位应

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

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

工在 35℃ 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露天作业及在温度超过 33℃ 以上

的工作场所作业。

(四 )组织职业健康检查。用人单位应当在高温天气来临

之前,组织接触高温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对

患有未控制的高血压、糖尿病等高温作业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 ,

应当及时调整作业岗位。

(五)加强教育培训力度。用人单位要加强对劳动者上岗

前和在岗期间的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职业健康知识培训,使

劳动者了解高温危害、掌握高温危害的防护措施和个人防护用

品配各方法,切实提高劳动者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

减少高温中暑事件的发生。

(六 )完善中暑应急预案。可能发生高温中暑的用人单位

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完善高温岗位的中暑应急救援措施

3̄ˉ



并组织演练,根据从事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数量

及作业条件等情况,配各应急救援人员和足量的急救药品。如

发现劳动者出现中暑症状时,用 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救治措施 ,

严重者及时送医。劳动者因高温岗位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

起的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应 当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七 )提供个人防护用品。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提供符

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督促和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避免

因不科学佩戴呼吸防护用品导致职业性中暑事件发生。用人单

位要为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防暑降温

饮料,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三、关注重点领域,加强监督检查力度

各市卫生健康委要关注重点行业、重点岗位和重点人群防

暑降温工作,结合年度
“
双随机

”
执法检查任务,对露天采矿、

井下高温区采掘、炼铁 (钢 )、 锅炉、露天巡检等涉及高温作

业的用人单位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要责令立即整改,

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违法行为,要依

法严肃查处。要督促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建筑工、环卫工、

巡线工、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高温天气作业岗位防

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职业病

诊断机构要合理安排人员,优化服务流程,督促提高高温作业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性中暑诊断的服务质量和业务能力。职业

病诊断机构要及时上报确诊为职业性中暑和疑似职业性中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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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各医疗机构要提高中暑患者救治能力及水平,切实降低中

暑患者死亡率。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要对各市专项执法检查情

况加强指导。

四、加大宣传力度,普及高温作业防护知识

各市卫生健康委、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省卫生健康服务

中心要加大对高温危害及防护措施的宣传力度,充分运用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公益广告等通俗易懂、

劳动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防暑降温常识、急救知识和相关

法律法规。要突出宣传重点,抓好露天户外作业等易发高温中

暑行业领域劳动者的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高温

危害,掌握高温危害的防护措施和个人防护方法,提高自我防

护意识,减少因高温作业或高温天气作业造成中暑事件的发生。

公室

(信 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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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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