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1

辽宁省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面行动

（2024-2025 年）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家、省《职业病防治规

划（2021-2025 年）》，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疾控局

综合司印发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面行动（2024-2025 年）

工作方案》部署，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4 年底，全省工业领域（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用人单位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达到全覆盖。用人单位在 2024 年及以前纳

入职业病防治项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职业病危害

专项治理和中小微企业帮扶的，申报率应达 100%，近五年有新

发职业病病例的，申报率应达 100%。

2025 年底，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 10 人及以上用人单位职业

病危害项目应报尽报，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质量明显提升。用

人单位在2025年纳入职业病防治项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和中小微企业帮扶的，须在当年完

成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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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任务

（一）建立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数据库。

各市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以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职业

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中的企业名单等数据为基础，根据《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中各行业用人单位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程度，对用

人单位基础信息进行初筛，建立辖区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用人

单位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格式见附件 1）。同时，要加

强与发改、工信、市场监管等单位的沟通联系，获取辖区内可

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信息，结合每季度省卫健委向各

市推送的“三同时”信息，及时对“数据库”进行补充完善。

在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监测以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服务中发现的，

未申报、停产停业 6 个月以内但未注销的用人单位必须纳入“数

据库”。各市卫生健康委（疾控局）每季度要将补充确认后的“数

据库”上报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

（二）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告知教育。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控主管部门要通过发放告知单

（附件 2）、发布公众号信息等多种形式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宣传动员活动，督促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主动申

报。根据确定的辖区内“数据库”，组织协调职业卫生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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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卫生监督机构指导未申报用人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组织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专题培训，重点对申报程

序、企业行业类型、劳动者人数和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等内容

进行讲解，使用人单位掌握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的程序、内容

和要求，提示已申报的用人单位对申报信息进行复核，提高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质量和信息准确性。

（三）推动用人单位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各地在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帮扶、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管理、职业健康培训等工作以及开展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

“双随机”检查等工作时，要加强对应报未报用人单位的指导

力度，要对用人单位申报信息进行核对，指导其完善申报信息，

提高准确性。要督促辖区内的放射诊疗机构登录辽宁省职业病

防治信息质量控制平台,录入或变更相关信息。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在为用人单位提供技术服务时，也要对其职业病危害项

目申报进行指导核实。

（四）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督导检查。

各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至少每季度对申报工作进展情况进

行一次调度，了解工作进展，对行动较快的县区，要对申报扩

面是否到位、申报是否准确进行“回头看”，确保工作质量；对

行动缓慢的县区，指导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推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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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度。省卫生健康委每年将开展一次申报扩面行动工作情况

抽查， 从各市“数据库”中抽取部分用人单位，通过现场检查

和查阅评价、检测报告等方式，对用人单位是否完成申报，申

报的行业类别、规模、职业病危害因素等信息进行核查，并将

核查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内容进行通报。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控主管部门

要高度重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充分了解此项工作对落

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强领导，

结合本地区实际，科学制定方案，明确任务和目标，认真组织

实施，切实摸清辖区内存在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底数，推动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面行动取得实效。

（二）统筹实施。省疾控中心作为扩面行动的技术支撑机

构，负责全省扩面行动的技术指导。各地要充分调动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监督执法机构、职业病防治院（所）力量，形成合

力，共同指导促进用人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要充分

发挥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带头示范作用，推动集

团总部加强对下属单位的职业健康管理，落实申报工作要求。

（三）加强宣传。各地要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面行动

与《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争做“职业健康达人”、“健康

企业”建设、职业健康知识“五进”等活动紧密结合，大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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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营造良好氛围。要及时发现推广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充

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动扩面行动深入开展。

附件：1.XX 市存在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数据库

2.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告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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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存在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数据库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行业类别
职业病危害

风险类别
企业规模

从业人员

数量

是否开展检

测评价
是否申报

是否属于帮

扶企业

注：是否属于帮扶企业指企业是否被纳入中小微企业帮扶名单，若是，则需要一并填写计划帮扶年份，如：是，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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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告知单

（用人单位名称）：

你单位属于 行业，是职业病危害（严重/

一般）行业，可能存在 、 、 等

职业病危害，可能致 、 、 、

等职业病，在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变更申报）范围内。按

照《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规定，请

及时、如实登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申报（变更申报）

职业病危害，如违反上述规定，将依法对你单位进行处罚。

（单位名称）

202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