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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包头市昆都仑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宗旨和

业务范围

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宣传，卫生健康监督信息上

报工作；对昆区辖区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

学校卫生及消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

品监督检查，对辖区各医疗机构传染病疫情报

告、疫情控制措施、消毒隔离制度、医疗废物、

菌（毒）种管理、疫苗接种等进行监督检查；

对辖区二级以下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蒙中

医药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机构、母婴保健机构人员执业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依法打

击“两非”行为，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秩序；

对卫生监督协管员工作进行培训、指导和督查；

受理对卫生健康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对二

级以下医疗机构放射诊疗、职业卫生安全健康

检查和职业病诊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昆都

仑区工矿商贸企业作业场所职业卫生安全健康

监督检查，组织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违法违规

行为；对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监督检查；承担由

昆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行政许可、资质认

定的受理和现场审核验收工作。承担包头市卫

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包头市昆都仑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住 所
包头市昆区自力道（国际新城北）



法定代表人 李巧荣

开办资金 70（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包头市昆都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43.5 42.4

网上名称
包头市昆都仑区卫生健康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公益
从业人数 26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2021 年 7 月，按照昆机编发[2021]26 号关于印发《关于包头市
昆都仑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机构职能编制的批复》的通
知文件精神，变更宗旨和业务范围 2021 年 7 月，根据昆党干字
[2021]33 号《关于宋皓等通知任免职的通知》文件精神，变更
法定代表人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一、严格许可程序，规范许可管理 2021年1月至6月，严格按照

许可程序，共新发放卫生许可证257户；延续卫生许可证173户、

年审放射9户，7月份行政许可工作移交至昆区政务审批局，与政

务审批局及时协调，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二、公共场所卫

生监督工作 辖区共有公共场所网点数1324户，其中美发场所774

户,美容场所139户，住宿业243户，沐浴场所114户，游泳场所12

户，长途汽车站1户，火车站1户，影剧院9户，商场超市31户。

对辖区1300余户公共场所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对于检查发现的问

题及时指导要求整改到位。加强对公共场所通风卫生进行专项监

督检查，对辖区16户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进行了现场

监督检查，通过重点监督检查使得全部达标。加强游泳场所专项

监督检查，辖区共12户游泳场所，检查均持有有效许可证，配备

有卫生管理人员，有卫生管理档案，各项制度健全，游泳场所设

施基本到位，设有标识，均有水质检测报告，卫生检测结果合格。

三、医疗机构卫生监督工作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

法规对辖区内593医疗机构加强日常卫生监督，主要检查内容：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持证情况、医护人员持证情况及注册情

况、是否按照许可证上核准诊疗科目的执业范围执业，有无超范

围执业情况、门诊日志及消毒工作及记录情况，医疗废物是否收

集和无害化处理及记录情况，传染病报告及传染病登记本、传染

病报告卡、报告记录情况等。通过持续强化监管，辖区医疗机构

市场秩序明显好转，为群众提供了放心就医环境。 1．生物实验

室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对辖区有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的医疗机构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共检查28户。现场

检查发现：28户有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医疗机构，其中25户已备



案，3户未备案。昆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人员结构本科人18人，

大专28人，中专11人，其中高级职称6人，中级职称23人，初级

职称29人 2．医务室、门诊部等医疗机构医疗安全专项检查 为

强化医疗机构主体责任和法律意识，规范执业行为，提高医疗服

务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昆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切实加强诊所医

务室、门诊部等医疗机构医疗安全工作要求，对辖区内的500余

家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3．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卫生监督专项

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依法依规行为，逐

步健全机构自治、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

化综合监管体系，采取医疗机构全面自查、卫生监督执法检查两

种方式对辖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进行依法执业监督检查工作，针

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监督员共下达了《现场笔录》及《卫生监

督意见书》100余份，并责令立即整改。 4．医疗废弃物专项整

治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家与自治区文件精神，对辖区599户医疗机

构开展医疗废弃物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内部废弃

物的规范化管理水平，增强医疗机构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置的能

力，规范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处置工作，实现医疗机构废弃物处置

的定点定向闭环管理严，并且严厉打击了涉及医疗废物的违法犯

罪行为。 5．放射诊疗工作 为了有效预防、控制职业性放射性

疾病，保护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要求，对所辖

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数量、个人剂量监测、职业健康检查等基

本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共检查医疗机构31户，针对个别医疗机

构未注册人员以及参加培训还未持证人员，监督员责令其立即调

离其工作岗位，待注册后持有效培训证方可上岗执业。 6．医疗



机构校验、勘验工作 全年共勘验医疗机构共计81户。四、学校、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 1．加强学校卫生监管 继续加强对辖

区内59所学校、30所托幼机构日常监督检查，切实保障学校饮用

水卫生安全和传染病防控工作。 2．强化生活饮用水的监督管理

昆区辖区范围内共有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53户（二次供水13户，

分质供水40户），全部持有效卫生许可证，并持有CMA资质的卫生

检测报告 3．对辖区限制售水机监督检查 经过摸底检查，辖区

现制现售水机共16台。其中5台水机（2台清大康洁牌净水设备、

3台禹家牌净水器）提供了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未见滤芯更

换记录、5台水机水质检测报告未见，询问负责人，已跟水务局

申请做水质检测报告。在检查中存在现制现售水机点分散，现制

现售水机主体联系不上的问题。 五、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 为

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昆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认真推

进职业健康监督执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了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工

作，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辖区有各类职业卫

生重点监管企业105户（职业病危害较严重66家，一般39家；其

中涉及矿山4家，冶金54家，加油站26建材16家；其它5家），涉

及矿山、冶金，环保，发电、化工、物流等各个行业。对职业危

害高危行业全部双向建档，做到一户一档。105家用人单位全部

完成职业危害项目申报审核，申报率达100%；105家用人单位定

期开展粉尘浓度检测，检测率100 %；纳入治理范围的用人单位

接尘劳动者共21000人，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达100%；用人

单位负责人培训率、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培训率和接尘劳动者培训

率均达到96%。 1.督促新改扩建企业开展“三同时”工作 两家

扩建企业：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包头美科硅材料公司



如期完成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建设，并通过验收，“三同

时”实施率达100%。 2.按时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 8月，按

照包卫执发〔2021〕3号《包头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关

于开展2021年职业病防治项目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开展

工作，共调查核工业208大队等相关企业13家，如期完成项目调

查任务；9-10月，积极配合区卫健委开展职业病防治专项工作检

测任务，共纳入检测范围69家，符合检测目标要求并通过检测录

入38家，圆满完成既定目标。 3．积极开展职业卫生培训宣传工

作 利用职业卫生宣传周，采取集中宣传和企业培训的方式，提

高企业职业病防控意识，增强防控知识，共出动宣传车辆4台，

人员23人，发放宣传材料300余份；进企业2家，接待企业职工300

余人，全年不定时通过微信工作群，向监管企业推送“职业健康

先行”职业健康知识20期，并要求各企业对所有职工进行培训，

提高了企业职工的职业卫生知识。 六、迎接国家、自治区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 按照创卫迎检工作要求，将日常监督工作与创卫

工作相结合，加大公共场所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

督促整改。对辖区1300余户公共场所全覆盖检查，主要检查各公

共场所基本信息公示、内外环境、消毒保洁设施等情况，重点对

“四小”行业加大巡回监督检查。同时对创卫督查专报通报重点

公共场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现场要求立即整改，并反复督促常态化

保持。发放《美发场所行业指南》、《住宿场所行业指南》、《禁烟

标识》《公共场所量化等级公示》等共计5000余张，要求各行业

悬挂创卫宣传标语近200余条，提高群众参与创卫工作的积极性，

公共场所卫生得到进一步改善，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七、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在创建文明城市攻坚战中，昆区卫生健



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以商圈、车站、窗口单位为重点路段，围绕

公共场所“四小行业”，对照文明城市测评标准，疫情防控工作

等为重点内容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共监督检查公共场所1000

余户次，出动监督员20余名，特别对大型宾馆，如：海德酒店、

包钢宾馆、包头宾馆、万號酒店、茂业酒店等按照文明城市测评

表内容进行重点检查，并辐射至重点路段重点场所进行指导，现

场张贴了文明宣传画、禁止吸烟标识、住宿场所行业规范共计

5000余张；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直至达标；同时落实

上级下达整改任务20余项，并做到了及时整改并反馈。 八、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针对今年国内疫情多点散发态势，昆区卫

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随着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而及时推进工作，对辖区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场所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时时看、全面看、回头看”，认真履行监督检查

职责，筑牢疫情防火墙，做到疫情防控常态化。2021年，共召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会议7次，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全体工作人员以高压态势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

要随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积极应对，把控

关键节点，高效推进疫情防控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累计出动监督

员1000多人次，执法车400车次，检查医疗机构2000余户次、公

共场所3000余户次、发放《医疗机构接诊十须知》、《公共场所疫

情防控指南》、《医疗机构疫情防控指南》、《医疗机构疫情防控基

本要求》等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对存在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

的场所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其中关停公共场所100余家，医疗

机构57家。 九、打击非法行医工作 为进一步整顿医疗秩序，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严肃查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人员违



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维护正常的医疗

服务市场秩序，昆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积极部署，严厉

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制定《昆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打击

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昆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进一步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工

作任务，积极部署，成立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细化

小组工作职责，落实监管责任，责任到人，重点打击：截止目前，

在重点区域、路段张贴打击非法行医《公告》500余份。通过地

毯式排查共发现18家有可能存在非法行医行为，建立长期关注黑

名单，立案查处6户，取缔5户。 十、落实群众举报以及行政处

罚工作 2021年，共受理上级转办及群众举报投诉88起，均以规

范程序处理，并及时向上级报送相关资料，及时反馈举报人；2021

年，共下达卫生行政处罚14户，共计罚没款195050元整。 十一、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工作 结合2021年国家卫健委监督

中心下达的双随机工作任务，昆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公共场所

双随机工作抽检任务共51户，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抽检计划采样

303份。昆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制定了《2021年公共场所监

测抽检计划》，目前此项工作已完成。 十二、存在问题 1.人员

少，无法细化工作职责，网格化监管模式面临困境，人员不足，

无法有效分片。 2.监管范围广，地域跨度大，造成检查频次减

少、监督力度减弱、尤其是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流动性大、

违法行为隐蔽性强，增加执法难度，极易造成监管空白。 3.随

着监管行业数量增多，职能重新划回卫生，工作量逐年加大，人

员却逐年减少，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防频次逐年提高，卫生

监督机构面临形势严峻。 4.我队共有在岗人员28人，平均年龄



达48岁，人员老化严重，近3年共有7名人员退休，其中均为一线

监督执法人员。2016年至今仅考入3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流出

数量多、频率高，进入数量少且缓慢，人员年龄结构偏大，不能

适应当前公共卫生安全监管工作需要。且专业结构较为单一，大

部分工作人员所学专业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与目前所承

担各类行政执法专业跨度较大，在打击非法行医工作、职业健康

监管、快速检测等方面受限。 5.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培训机会少

因人员少，工作量大，应急工作多，一人多岗，很少有机会派执

法人员外出学习。 6.非法行医行为隐秘性高、排查困难 经过多

年持续、高压态势打击，现在非法行医场所极度隐秘，不挂牌，

无标识，或者“挂羊头卖狗肉”尤其城乡结合部多在居民住宅内；

市区多在公寓内，有门禁、梯控；执法人员进入困难，非法行医

人员流动不固定。有时即使有线索进入难度也很大，涉及人员配

合度低，严重困扰执法工作。 7.个别医疗行为模糊不清、工作

鉴定难度大 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一些行业打擦边球现象，例如保

健按摩问题，保健按摩是运用中医理论方法来开展服务的，监督

检查中发现，一些保健按摩场所利用中医理论过度宣传，时有投

诉举报，检查中又无法锁定违法行为证据，保健按摩场所不属于

卫生健康执法大队监管领域，也给执法工作带来困扰。 十三、

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建议 1.充实监督执法力量 按照原卫生部下

发的《关于切实落实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工

作的意见》文件要求，参照辖区每万名常住人口配备1-1.5名卫

生监督员的标准，测算所需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编制，昆区目前常

住人口约为80万人，应最低配备卫生监督员80名，就目前卫生监

督执法大队的人员情况，我单位急需配备一线执法人员。 2.提



升执法能力，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 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公共场所、学校、生活饮用水、医疗机构、职业卫生监督检

查力度，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监督检查指导，继续加强与公安、

市场等部门的联动机制，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切实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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