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文件 
 

 

吉爱卫发〔2018〕2 号 

 

 

关于在全省开展第30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爱卫会，长白山管委会社管办，梅河口市、公主岭市

爱卫会，省爱卫会各委员部门：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预防为主，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

病”精神，以全新的姿态推进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改善

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提高群众文明健康素质，全面推进健康吉林

建设，根据《全国爱卫办关于开展第30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

要求，省爱卫会决定4月在全省开展第30个爱国卫生月活动。为

保障活动扎实有效开展，省爱卫会制定了《2018年全省爱国卫生

月活动实施方案》，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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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 年全省爱国卫生月活动实施方案 

 

 

 

 

 

                           吉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19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全国爱卫会，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办公厅，各市（州） 

        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社管办，梅河口市、公主岭市人民政府， 

        省有关新闻媒体 

  吉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19 日印发 

                                            校对：吴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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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全省爱国卫生月活动实施方案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预防为主，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

病”精神，根据《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2015-2020

年）》相关要求及年度工作安排，为保证爱国卫生月活动扎实、

有效开展，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关注小环境  共享大健康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进行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着力解

决关乎民生的环境卫生问题，全面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科学实施

以清除“四害”孽生地和灭鼠为重点的病媒防制工作，预防和控

制春季各类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加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不断提高群众健康意识和文明素质。 

三、活动内容 

（一）集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结合今年在全省开展的城乡

 — 3 —



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中期评估工作，城市要做到：彻底清除农贸集

市、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部位的越冬垃圾、残冰积雪；做

好垃圾收集点管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搞好公厕卫生保洁；修

整街路边石、人行步道方砖、绿地花坛，清理枯死树木和补栽缺

损苗木；清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城市牛皮癣（小

广告）、乱停乱摆和不规范的牌匾、广告；整治马路市场、露天

烧烤、占道经营等热点问题；加强“门前三包”管理，清理门前

堆放物。农村要做到：净化村容村貌，落实卫生保洁人员和责任，

做到垃圾及时清扫、定点存放、定时收集；清理边沟，修整围墙，

实行禽畜圈养，保持厕所清洁；加强公路养护与管理，推进道路

硬化，保证道路平整，修建沟渠，保证排水畅通；整治占用乡村

道路晾晒、堆放等现象；集中治理国、省公路、主要通乡公路两

侧乡村环境卫生；教育引导农民转变不良生活习惯，自觉爱护环

境卫生。 

（二）创新开展爱国卫生宣传。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区分

不同层次人群的关注重点和健康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

动。各地爱卫办要积极联合共青团、文明办、妇联等相关部门，

找准工作切入点，搭建有效活动平台，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到

爱国卫生工作中来。要在充分利用报刊、电台、电视、网络等新

闻媒体开展广泛宣传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微信、官方公众号等新

媒体作用，通过拍摄并分享照片、微电影、短视频等，拓宽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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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扩大受众人群，强化宣传效果。特别是要认真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加

强农村地区卫生厕所使用、管理为重点，广泛宣传农村改厕的目

的和意义，及时报道农村改厕工作进展和经验做法，全面营造农

村改厕工作的良好氛围。 

（三）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广泛开展健康社区、

健康学校、健康食堂、健康步道、健康主题公园等健康支持性环

境建设，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引导群众

形成正确的健康观。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有机融合，完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丰富群众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锻炼，

加大工间操推广力度，推动全民健身生活化。要发动群众开展大

扫除，对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的街道、社区、村庄等居住环境和

单位庭院、办公室、办公桌等工作环境进行彻底清理。要引导农

民逐步摒弃陈规陋习，接受并习惯使用室内厕所，促进广大农民

群众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文明卫生素质和健

康水平。 

（四）宣传倡导垃圾分类。各地要积极开展倡导垃圾分类宣

传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学校、进社区活动，通过宣传垃圾

分类在保护土地资源，减少环境污染问题，构建绿色环保的社会

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要加快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提高群

众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正确投放率，形成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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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绿色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 

（五）科学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结合环境卫生整治，统

一组织开展以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的大规模春季病媒生

物防制活动。各级爱卫办要加大经费投入，做好业务培训、密度

监测、药品发放、投药消杀等工作，确保科学、合理投药，要提

前发布投药公告，设置警戒标志，确保人、畜安全。要积极发挥

街道、社区、乡镇等基层爱国卫生队伍工作优势，广泛宣传和发

动群众，形成专业防控和群众参与的工作局面，把“四害”密度

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之内。全省统一熏杀越冬蚊蝇和灭鼠时间定

于 4 月 28 日进行。 

（六）开展专题现场活动。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结合环境

卫生整治、厕所革命、卫生城镇创建、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病媒生物防制、健康促进与教育、科学健身等爱国卫生重点工作

内容，于 4月第一周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爱国卫生月

专题现场活动，加强组织和宣传，形成区域联动、部门联动、上

下联动的活动氛围。各地要充分发挥国家卫生城镇的引领示范作

用，积极树立典型和标杆，以点带面，全面提升爱国卫生月活动

质量。 

（七）落实部门责任。各级爱卫会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协调联

动机制，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分工，结合城市管理效能提升行动、

社会主义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推动爱国卫生

 — 6 — 



月活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住建、市政、环保等部门要加强城区

环境建设管理，提高城区卫生管理水平，并协同农业部门组织好

农村的村容村貌综合整治及生活垃圾规范处理；卫生计生部门要

认真抓好健康教育、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食药监部门要

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度；公安、

工商、交通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城区交通、市场秩序整治工作，切

实加大车站和交通干线卫生整治力度；铁路部门要搞好车站、货

场、火车内的卫生环境治理工作；各级新闻媒体要组织好宣传教

育和舆论监督工作，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其它部门和单位也要

认真按照活动内容，履行职责，积极参与爱国卫生月活动。 

四、活动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今年的爱国卫生月活动，是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精神的重要内容。

各地要精心组织，加强领导，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活

动计划，邀请党委、政府领导带头，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形成良

好社会氛围，将爱国卫生月活动落到实处。 

（二）强化公众监督，畅通受理渠道。各地要进一步畅通监

督、投诉渠道，各市（州）、县（市、区）均要设立投诉举报电

话，做好受理登记，认真解决群众关于环境卫生问题的投诉，接

受群众监督。新闻单位要积极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做好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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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监督和活动情况的跟踪报道。 

（三）加强检查，落实部门责任。各地要统筹谋划部署，根

据部门职责分工，逐级落实包保制度，明确责任主体，工作落实

到人。各级爱卫办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作用，对措施

得当、效果突出的单位、个人予以表扬，对组织不力、工作消极

应付的要督导整改，确保各项活动取得实效。  

（四）求真务实，抓好工作落实。各级爱卫会要针对本地区

的整治任务，细化工作指标，逐项落实任务，要杜绝只抓部署不

抓落实的现象，严防搞形式、走过场。各地、各部门要及时总结

经验，查找不足，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请各

市（州）于4月6日前，将活动方案电子版、纸质版报省爱卫办，

于每周一上报本地区上周活动开展进度和工作动态，于5月15日

前将爱国卫生月活动总结电子版、纸质版报省爱卫办。活动月期

间，省爱卫办将组织对各地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抽查，对各地

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中期评估与爱国卫生月考核一并进行，并

将结果通报全省。 

省爱卫办联系人：吴昊 

联系电话（传真）：0431---889046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