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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于健全街道、社区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议

代表姓名 李俊、张咏梅、张振、徐晓燕、彭婧、

陈述强、王相红

案 由：

2020年9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构建起强大的公共

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文中首先讲到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从这次疫情防控斗争看，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特大疫情面前，

暴露出能力不强、机制不活、动力不足、防治结合不紧密等问题。这些也是老问

题，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自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街道、社区作为防疫一线，人员排查、流行病调

查、分类管控、社区封控、核酸检测等防控任务紧急重要，成为常态化工作。但是，街

道社区层面疫情防控的体制机制明显不能满足常态化防控需要，基本靠各科室抽调

的临时人员、值班干部完成日常防控工作，缺乏专业、专职人员。一旦外地出现疫

情或多个地区成为中高风险地区后，大量的防疫工作只能靠临时增加工作人员和“白+

黑”、“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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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强度工作，否则无法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街道社区除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外，还有健康武昌建设、妇幼保健、爱国卫生

运动、老年人体检等公共卫生相关工作，分别由街道各科室承担，却没有配备一名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社区层面，疫情防控工作一直由副书记具体负责，其他公共卫生

工作由一名网格员（兼职卫生员）承担。因此，街道、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非常薄弱、

分散。

由此可见，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健康武昌建设以及老龄化程度高的整体形

势下，聚焦基层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和弱项，进一步完善街道、社区的公共卫生机构迫

在眉睫。

今年，深圳市、广州市、北京市等地先后在街道、社区成立了公共卫生委员会、

公共卫生科等机构，有先行先试的经验可以借鉴。

建 议：

1. 健全街道、社区公共卫生机构。建议在街道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下设公共

卫生办公室或公共卫生服务中心，行政上隶属街道管理，业务上接受区卫健局指导，

统筹传染病防控、卫生监督（下放）、爱国卫生（公管办平移）、健康促进（公服办平

移）等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和监督执法工作；社区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由社区党委、

社区民警、辖区医院、物业公司、志愿者等组成，承接社区各项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2. 增强街道、社区公共卫生专业力量。配备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开展传染病

流行性调查、人员分类管控工作，统筹辖区单位、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公

司和医务专业的志愿者等各类资源，不断提高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高疫情精准

防控水平。

3. 提高基层公共卫生工作的专业性、精细化水平。持续开展社区公共卫生工

作人员的专业培训，做好联防联控系统下发风险人员的及时排查、管控，提高社

区主动排查、管控能力，开展卫生监督执法，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持续爱国卫生活

动，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提升群众健康素养等，全面提高基层公共卫生工作精

细化、精准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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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统筹使用公共卫生工作资金。科学安排、统筹使用社区排查、居家隔离、

集中隔离点建设管理、核酸检测、社区封控、车辆保障、预防性消杀、物资储备等资

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5. 提高基层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能力。建立和完善街道、社区应急处理机制。

做好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街道、社区组建两级公共卫生应急队伍，定期接受专业

的、制度化的培训和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