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急 粤卫办疾控函〔2019〕9号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夏秋季重点

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委），省疾控中心、省卫生监督所：

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夏秋季重点传

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疾控函〔2019〕634 号）转发给

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工作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强化风险识别，统筹部署化解各类传染病传播流行风险

夏秋季是各类传染病的高发季节，由于我省对外商贸旅游往

来频繁，且地理环境气候适宜病媒孳生，传染病传播流行风险持

续存在，防控任务十分繁重。专家评估认为：当前我省已提前进

入登革热本地流行季节，登革热防控任务十分艰巨；今年我省入

汛较常年提早约 1个月，多地持续降雨引发灾害使得传染病发生

的风险增加，气象部门预测夏秋季台风可能较为集中出现，旱涝

急转带来的卫生防疫任务比较艰巨；我省跨境贸易、涉外文化交

流和旅游日益频繁，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中东呼吸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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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出血热、疟疾、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输入风险持续存在；

手足口病、季节性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和诺如病毒

感染等疫情仍不容忽视。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发生等风险情况

要重视警惕。针对上述风险，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认清当前

防控形势和防控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底线思维，在各

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强化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提高风险

化解能力，加强统筹管理和部门间沟通协调，部署落实各项防控

工作措施，做到思想、组织、人员、措施、经费保障到位，有效

防范化解各类传染病传播流行的风险。

二、强化联防联控，落实重点地区重点人群传染病防控

各地要充分依托防治重大疾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各地

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传染病防控四方责任，完善

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加强部门间信息互通和措施互动，形成防控

工作合力。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与海关的沟通协作，建立健

全区域联络员和工作会商机制，针对登革热等各类输入性传染

病，加强信息通报，及时迅速联动处置各类输入性疫情。要加强

与各地商贸、旅游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提供各类传染病防治知

识，做好广交会等大型商贸集会的卫生保障工作；加强对出入境

务工、文化交流和旅游人员以及沙特朝觐人员的健康教育和干

预。要加强与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沟通协作，

对各类学校、托幼机构、托养救助机构等传染病防控技术指导，

防范季节性流感、手足口病、麻疹、食源性疾病等聚集性疫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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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积极会同教育、流动人口管理等部门，加强辖区流动人口

特别是适龄儿童的管理跟踪，做好入学入托查漏补种和流动人口

等重点人群疫苗预防接种及疫情调查处置工作。要加强同市场监

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部署，对严重影响公众生命安全的野生

菌中毒和小龙虾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等多发地区（如粤北山区、

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工人聚集地、流动人口场所、餐饮场所等），

及早进行专题宣传教育和预警提示，对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及时向监管部门通报预警，落实防控工作。

三、强化监测预警，科学有序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

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疫情监测，深入分析研判本地传染

病疫情形势，剖析存在问题，及时预警，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改。

各地疾控机构要继续加强登革热蚊媒监测密度和覆盖范围，强化

通报预警，加大重点地区以及防控工作薄弱地区的防控工作指导

和支持力度，同时持续加强传染病疫情和病原学监测，动态掌握

手足口病、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优势毒株变异情况，及时分析

研判和预测预警，有效指导各地落实防控。各级医疗机构加强诊

治技术培训，强化临床一线医生发现和报告意识，加强对登革热

等疑似传染病病例的筛查工作，提高对登革热、季节性流感、手

足口病、麻疹等重点急性传染病疫情早期发现和处置能力，强化

重症病例临床救治，强化院内感染控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诊断、早处置，科学有序做好防控工作。在易受洪涝台风等灾

害影响的地区，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控机构要加大食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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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力度，医疗机构要认真做好食源性疾病登记与报告工

作。

四、强化爱国卫生运动，推进健康广东建设

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

将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与夏秋季传染病防治紧密结合，组

织开展集中卫生清理，清除卫生死角，落实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

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消除病媒生物孳生地。加强对废品回收站、

建筑工地、医院和公园环境治理的督促检查力度，推动相关部门

加大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重大对外商贸活动场所等重点区域环

境卫生整治，加强病媒生物科学监测评估，及时发现“四害”孳

生风险点和风险区域，督促相关部门、街镇、社区、单位清除“四

害”孳生地，集中开展灭鼠、灭蟑、灭蚊、灭蝇活动。加强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做好医疗卫生机构厕所清洁整治等工作，以

卫生城镇创建为抓手，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

整体提升全省环境卫生水平，有效防控传染病，积极推进健康广

东建设。

五、强化预防接种管理，优化预防接种工作

各地要切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认真

做好疫苗采供、储运和接种等管理工作，依法依规开展预防接种

工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强化预防接种单位建设和规范化管

理，对预防接种单位实行动态监督管理、考核、通报，各级疾控

机构和预防接种单位严格按国家和省疫苗使用管理的要求，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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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系统正常运转。要加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技术培训，落实“三

查七对”等各项管理制度，完善信息服务工作，及时公示疫苗供

应库存等情况，对供应紧缺疫苗开展预约接种等服务，及时回应

社会关注，做好对公众的解疑释惑，全面提升预防接种工作水平，

优化接种服务。

六、强化应急技术储备，防范做好灾害后卫生防疫

各地要紧紧围绕“灾后无大疫”目标，密切关注汛情动态及

洪涝、台风等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预警信息，针对洪涝台风灾害

过后可能出现霍乱、甲肝、痢疾、伤寒、其他感染性腹泻等肠道

传染病和流行性出血热、钩体病等鼠源性传染病发生风险，进一

步完善各项卫生防疫应急预案，完善应急物资及技术储备，强化

医疗救援、疫情防控处置等准备工作。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根据

实际情况，及时认真开展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落实各项虫媒、

肠道等传染病预防工作措施，严防传染病暴发流行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发生。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19年 8月 2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校对：疾控处 吴晓程 （共印 6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