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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18〕107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安康市大骨节病等地方病防治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安康市大骨节病等地方病防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2018-2020 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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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大骨节病等地方病防治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18-2020 年)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大骨

节病等地方病防治和贫困地方病患者救治、救助、帮扶工作，确

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根据《陕西省大骨节病等地

方病防治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 年)》和《安康市地方病防治

“十三五”规划实施方案》，制定本方案。 

一、方案背景 

我市是全省地方病重病区之一，其中碘缺乏病覆盖全市，大

骨节病病区分布于汉滨区、石泉县、宁陕县的 10 个乡（镇）49

个村，受威胁人口 3.2 万；燃煤污染型氟中毒和燃煤污染型砷中

毒病区分布在汉滨、紫阳、岚皋、平利、镇坪、汉阴、石泉 7个

县区，受威胁人口 114.86 万；汉滨区、平利县、紫阳县有 5 个

村属饮水型氟中毒病区村。由于导致我市地方病发生的自然、地

理环境条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大骨节病等地方病影响患者的心

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严重者终身残疾，已成为影响我市 2020 年

全面脱贫目标的重要因素，必须予以综合防治。 

二、工作目标 

（（（（一一一一））））2018201820182018 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年度目标。。。。80%左右有手术指征且自愿手术的大

骨节病患者完成手术治疗，100%大骨节病、氟骨症患者给予药物

等治疗，重症患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慢病管理;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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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地方病患者及家庭全部得到救助与服务。汉滨区、平利县

饮水型氟中毒病区村的改水工程保持良好运行状态，饮用水符合

国家卫生标准。全市合格碘盐覆盖率达到 90%以上，保持消除碘

缺乏危害状态。7 个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病区群众全部使用

改良炉灶并做好维修维护。 

（（（（二二二二））））2019201920192019 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全部的地方病患者得到医疗救治，所

有重症患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慢病管理。7 个燃煤污染型

氟（砷）中毒病区县持续推广清洁能源。 

（（（（三三三三））））2020202020202020 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基本普及推广清洁能源，7 个病区县

达到地方性氟(砷)中毒控制(消除)水平。地方病综合防治措施得到

有效落实，基本消除大骨节病等地方病危害;贫困地方病患者得到

全面救治，贫困地方病患者家庭与全市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 

三、工作任务 

（（（（一一一一））））摸清防治底数摸清防治底数摸清防治底数摸清防治底数    

1.分病种摸清现症患者病情、残疾程度、治疗康复措施等情

况，建立全部患者信息档案。（市卫计局、市残联负责，各县区

政府落实。排名第一位的单位为牵头单位，以下均需各县区政府

落实，不再列出） 

2.摸清贫困地方病患者及家庭享受医保报销、医疗救助、社

会保障政策和现有帮扶项目等情况，完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信

息。（市扶贫局、市民政局、市卫计局负责） 

3.摸清病区改水、退耕还林、改炉改灶、移民搬迁等防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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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落实情况，建立问题台账。（市水利局、市国土局、市发改委、

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卫计局负责）  

（（（（二二二二））））做好患者救治做好患者救治做好患者救治做好患者救治    

1.确定市、县定点医院，并以县级定点医院为主，集中力量

对大骨节病、氟骨症、甲状腺肿等地方病患者开展分类救治。(市

卫计局、市财政局负责) 

2.制订实施《安康市地方病患者专项救治工作方案》，实行

“一病一策”，对有手术指征并有意愿的患者实施手术治疗;对需

居家采用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的患者，由基层医疗机构纳入慢病

签约管理；对大骨节病、氟骨症等地方病重症患者纳入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范围。(市卫计局负责) 

3.将大骨节病患者关节置换手术治疗纳入大病救治范围，符

合条件的实行单病种付费。将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患有大骨节病

和氟骨症中、重度的患者纳入住院、门诊特殊慢性病报销范围。

(市人社局、市卫计局负责) 

（（（（三三三三））））落实预防措施落实预防措施落实预防措施落实预防措施    

1.保障安全饮水。将饮水型氟中毒病区改水任务纳入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加快降氟改水工程建设与改造，加强供水

工程的运行管理和水质检测，确保水质达标。(市水利局、市发

改委、市财政局负责) 

2.推进移民搬迁和退耕还林。在 3 个大骨节病区，对所处环

境不适宜居住生活且自愿搬迁的贫困群众，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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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宜居搬迁工程中给予优先安排和重点支持。加大地方病病

区退耕还林政策落实力度，加强非病区粮食调配供应。（市国土

局、市发改委、市扶贫局、市林业局负责) 

3.强化少年儿童防控。重点考虑和优先安排大骨节病区寄宿

制学校的规划建设和改(扩)建。对大骨节病病区义务教育阶段学

龄儿童，按照当地教学条件和儿童家庭意愿，尽量安排到寄宿制

学校学习，供应非病区粮食和安全饮用水，使病区儿童脱离致病

环境，减少发病风险。(市教育局、市发改委、市食药监局负责) 

4.坚持科学补碘。组织开展碘营养监测，根据监测结果提供

多样化碘盐供群众选择。开展科学补碘知识宣传，加强碘盐生产、

流通等环节监管，确保我市碘盐覆盖率、碘盐合格率、合格碘盐

食用率达到国家标准。（市盐务局、市卫计局负责） 

5.推广清洁能源。在 7个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病区，开展

散煤削减替代工作，引导群众停止使用高氟、高砷煤作为生活能

源，正确使用改良炉灶并主动做好维修维护，做到煤烟出屋。优

先安排农村新能源建设项目，推广户用光伏发电和沼气池、太阳

灶、节柴灶、燃气灶、电磁灶，合理有序实施天然气气化乡村工

程，从源头上阻断高氟高砷健康危害。(市农业局、市发改委、

市国土局负责) 

6.加强宣传教育。将地方病等疾病防控知识纳入公益宣传，

扎实推进健康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村入户。依托各级、各类

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广泛开展地方病防治知识宣传。扎实开展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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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国行、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范实施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对病区农村家庭重点普及地方病防治知识和技能。(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局、市卫计局负责) 

（（（（四四四四））））实施综合帮扶实施综合帮扶实施综合帮扶实施综合帮扶    

将符合残疾标准的地方病患者纳入残疾人保障范围，推动实

现有需求的残疾地方病患者享有基本康复服务；将符合低保、特

困人员条件的地方病患者，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救助供养范围；

综合运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生态

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和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研究建立稳

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市残联、市民政局、市扶贫局、市农业局、

市国土局、市住建局、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林业

局、市卫计局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一一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政府要认真履行好地方病防治

的主体责任，发挥防治重大疾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结合实

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进一步夯实部门工作职责，抓好专项行动

组织实施，并实行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市直各相关部门要将专项

行动确定的工作任务纳入 2018-2020 年度工作计划，结合部门相

关工作予以专题安排部署，研究落实工作推进措施，确保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市政府将组织对各县区和市级相关部门年度目标任

务完成情况予以综合评估。 

（（（（二二二二））））落实工作保障落实工作保障落实工作保障落实工作保障。。。。市、县两级财政要根据防治工作需求，

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落实防治专项资金，同时，将大骨节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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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病重症患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慢病管理，确保地方病

防治和贫困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三三三））））提高防治能力提高防治能力提高防治能力提高防治能力。。。。加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

及实验室建设，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加强病区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和地方病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提高地方病防治水平。 

（（（（四四四四））））加强监测评估加强监测评估加强监测评估加强监测评估。。。。健全完善地方病监测评价体系，设立

市、县区监测站点，定期开展主要地方病流行情况调查，分析预

测病情和流行趋势，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完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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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 

        分区。 

    市监委，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