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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达川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2022 年 12 月 29日

浅析达川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难点及对策

执法人员在某酒店开展卫生监督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领域较为广泛，特别是小足浴店、

小理发店、小美容店等“三小行业”数量庞大，因门槛低，

卫生设施不齐全，经营者文化程度不高，管理水平低等，一

直以来是卫生监督工作的难点。为有效改善我区公共场所卫

生监督管理现状，提升卫生监督效率，促进公共场所经营单

位自律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

特将 2022 年我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情况进行梳理并就

如何有效加强卫生监督工作探讨如下：

卫生计生监督信息



一、我区公共场所本底数据及卫生监督基本情况

2022 年，我区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共 941 家，已取得有效

卫生许可证的 690 家（其中：候诊室、候车室、候机室类 19

家、理发类 216 家、美容类 182 家、商超类 35 家、住宿类

130 家、足浴及公共浴室类 73 家、歌舞厅及影剧院类 25 家、

游泳池类 8 家、游戏厅及体育馆 2 家）、发放“三小行业”《达

州市公共场所灵活就业促创业卫生辅导意见书》226 家（其

中：理发类 111 家、美容类 31 家、足浴类 84 家）、无卫生

许可证的 25 家，卫生许可证办证率（含灵活就业促创业卫

生辅导整改）为 97.3%。公共场所各类别占比分别为：候诊

室、候车室、候机室 2%、美容美发 57.4%、商超 3.7%、住宿

13.8%、足浴及公共浴室 16.7%、歌舞厅及影剧院 2.7%、游

泳池 0.8%、游戏厅及体育馆 0.2%、其他 2.7%。

二、我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难点分析

公共场所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其卫生状况的好坏直接

影响到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在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实践

中，由于公共场所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和

大众的维权意识高低不一，所以在日常卫生监督工作发现很

多问题，面临很多工作难点。通过深入剖析问题、探讨工作

策略，对提升卫生监督工作效率，实现科学化、高效化管理，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面临的问题和工作难点：

（一）行业众多管理难。作为地处大巴山红色革命老区

的达川区经济属欠发达地区，很多经营者为了生存，选择资



金投入少的行业如小足浴店、小理发店、小美容店等“三小

行业”，背街小巷数量多、分布广，卫生监督覆盖面特别大。

（二）经营者不愿过多投入。经营者为节约成本，卫生

设施投入能省就省，加之许可与监管证照分离，卫生执法人

员不能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审查、指导，新开设的公共场所

经营单位存在卫生设施不全、不符合卫生要求现象较多，按

照法律和卫生规范要求须立即整改，出现局部整改需增加投

入的矛盾、停业整改影响经营的矛盾，监督困难大。

（三）卫生许可与监管信息共享不畅。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办理录入与卫生监督信息未并网，录入不同步，卫生执法

人员不能第一时间了解卫生许可证办理情况，加之管理区域

大，存在对新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经营单位未及时监督

的现象。

（四）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自律意识差。很多公共场

所特别是“三小行业”经营者在日常经营中，普遍存在法律

意识淡薄，又不愿主动学习，自律意识差的问题，给公共场

所卫生监督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执法人员在某音乐厅检查证照办理情况

（五）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普遍存在



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加之近期区疾控中心因工作职能调整，

暂未开展免费体检，一些经营者为节约体检成本，不愿组织

本单位从业人员参加第三方机构体检及时办理健康证，存在

未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上岗的现象。

（六）经营不景气随时关停较多。“三小行业”资金投入

低，个别经营者前期缺乏市场调研，在经营不久后，见效益

不明显或未达期望值，不久即关停，导致统计总量基数不断

扩大，需定期现场核实并及时清理。

（七）卫生监督体系建设滞后及人员严重匮乏。目前我

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智能化建设乏力，仍然采用传统的

监督管理模式，不仅存在效率低下问题，也浪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如何高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综合管理水平，是我

们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我大队属涉改单位，近六年来

未新增人员，随着离退休人员的增多，一线执法人员缺岗严

重，而监督工作量却不断增大，导致执法人员工作压力过大、

工作效率下滑。

三、提升我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水平的对策

针对上述我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我

大队高度重视，不断挖掘现有潜能，有效整合监督力量，强

化一线执法人员综合管理理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意识，将严格执法与热心指导紧密结合，全力推动

卫生监督工作水平不断提升：

（一）全面加强卫生监督管理。针对我区行政区域大、“三

小行业”众多，结合我区公共场所卫生美容美发类和住宿类



占比较重这一特性，在工作中注重信息收集，实施按区域、

按行业加强卫生监督巡查，严格落实办理卫生许可证及从业

人员的健康证明并建立卫生管理档案；统一制作公共场所卫

生信息公示栏，免费向经营者提供公示栏及卫生管理制度，

使消费者能及时掌握经营者相关信息；强化电子档案实时查

询，开展监督后及时录入四川智慧卫生监督网、社会信用平

台及“互联+监管网”，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敢于逗硬，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为“三小行业”经营者免费发放辅导意见书及卫生信息公示栏

（二）严格督促落实卫生设施。强化预防性卫生审查及

现场监督，对检查中发现卫生设施不符合要求的经营单位，

科学化、合理化地指导经营者予以完善，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事后追踪，使整改落到实处。

（三）加强与行政审批局的工作衔接。通过与区行政审

批局的工作联系，定期互享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相关信息，

及时掌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动态。同时，向上级汇报卫生监

督信息管理中遇到的难点，力争从宏观上改善卫生监督录入



机制，借鉴其他行政机构信息互享的管理模式，有效提升工

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执法人员向群众开展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宣传

（四）加强卫生监督案例和法律法规知识宣传。

通过集中培训、微信群内宣传和现场监督宣传、区政府

统一组织的宣传活动及接受网上咨询宣传等多种模式，结合

典型案例，使经营者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自觉遵守公共

场所卫生监督管理中的各项法律法规，减轻工作阻力。同时，

通过宣传，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管理过程中来，提升公众的

参与度和代入感，提高综合治理能力与水平，构建立体化的

宣传格局。

（五）加强卫生监督体系建设。在卫生监督管理中，倡

导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构建网上查询机制，认真学习发达

地区先进管理经验，努力提升基层卫生监督管理水平。同时

加强执法人员自身业务培训，拓展工作视野和格局，并向主

管部门建议招录部分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充实到一线卫生监

督执法队伍，减轻基层工作压力，确保全面完成各项工作指



标与任务，使我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体系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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