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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直面危险的事业。鼠
疫、非典、甲流、艾滋……在许多人谈
疫色变、避犹不及的时候，他们却不
惧艰险，冲峰在前。

这是一项默默无闻的事业。喂
糖丸、劝戒烟，访居民、进企业……就
是这些又碎又累的平凡工作，他们却
干得津津有味，无怨无悔。

这是一项惠及百姓的事业。从
接种疫苗的“小事”到抗击非典的“大
仗”，从蚊蝇消杀到健康生活理念的
宣讲，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总能看到
他们奔波忙碌的身影。

这是一项代代传承的事业。从
起初条件简陋到现在技术雄厚，从以
前工作单一到如今职能健全，一代接
着一代干，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
提升。

这就是神圣而光荣的疾病预防
控制事业。从 1953 年洛阳市卫生
防疫站成立至今，洛阳市卫生防疫
与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已经整整走过
了60年。

“防控疾病最前沿，一心为民做
奉献；沧桑巨变60年，大爱无言河洛
间。”这是一位市民写给洛阳市疾控
中心的小诗。朴素的语言，既是洛阳
卫生防疫与疾控事业60年不平凡历
程的真实写照，更饱含着洛阳人民对
疾控事业的深深感情。

60年：数字看巨变
回眸洛阳卫生防疫与疾控事业

60 年的历史，有几个关键的时间不
能不提。

1953 年 6 月，洛阳市卫生防疫
站成立，站址在老城区农校街32号。

随后，各区也陆续成立卫生防疫
站，“文革”期间又先后被撤销，全市
卫生防疫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2 年，各区卫生防疫站相继
恢复。

1978 年，市卫生防疫站搬迁至
西工区玻璃厂南路14号院。

1986 年，洛阳市卫生防疫站和
洛阳市地区卫生防疫站合并。

2004 年 7 月 31 日，市卫生防疫
站与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市职业病
防治所、市结核病防治所、市健康教
育所合并组建了洛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洛阳市卫生防疫工作步入发
展的新阶段。

2005 年 10 月 28 日，位于新区
的市疾控中心大楼建成投用。

60 年风雨兼程，60 年沧桑巨
变。

60 年不懈努力，旧貌换新颜。
成立之初的市卫生防疫站仅有工作
人员27名，房屋简陋，技术薄弱。如
今的市疾控中心占地30亩，11层的
办公大楼和 6 层的实验大楼坐落
其间。中心内设 23 个科室，其中业
务科室 14 个，涵盖了现代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的各个领域。在 220 名在
职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就达 174
名，占职工人数的80%，其中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 34 人、中级专业技术人
员 97 人、硕士研究生 17 人、公共卫
生硕士专业学位在读研究生 33 人，
公共卫生管理专业人员数量和结构
在全省市级疾控机构中处于前列。
近年来，政府先后投资近3000万元
用于市疾控中心卫生检验检测能力
提升，添置了大型检验设备 PCR 检
测仪、气相色谱仪、流动注射仪、高效
液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离子色谱仪等，可承检项目达10

大类 359 项。中心先后获得国家艾
滋病确认实验室认证、建设项目职业
危害评价资质认证、职业健康检测资
质认证、职业病危害检测资质认证，
并被评为河南省计量认定单位。

60 年不懈努力，防控体系更加
完善。全市基本建成了覆盖市、县、
乡三级，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形成了以市疾控中心为龙头，15
个县（市）区疾控中心为主体，154个
乡镇卫生院、48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依托，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
站为基础的防控体系。

60 年不懈努力，传染病防治捷
报频传。目前，我市消灭了天花，通
过了无脊髓灰质炎证实，基本消灭了
黑热病、疟疾、丝虫病、流脑、乙脑、百
日咳、白喉、破伤风等疾病。现代结
核病控制策略覆盖率100%，新涂阳
肺结核病人发现率和新发涂阳肺结
核病人治愈率均超过省定标准，艾滋
病疫情始终处于低流行水平。甲类
传染病 15 年无病例报告，乙类传染
病持续下降，疫情监测的覆盖率和监
测的敏感性进一步增强。

60 年不懈努力，慢性病、职业
病、地方病等防治也都取得明显成
效，为广大群众筑起一道道坚固的健
康防线。

数字无语，变化有声。

60年：不变是宗旨
疾病防控功在当下，百姓健康惠

泽千秋。
市疾控中心主任杨晓华告诉我

们，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局
的领导和支持下，历经一代又一代疾
控人的不懈努力，洛阳市疾控事业已
经从以前单纯的卫生防疫，发展到现
在建立起完善的，集疾病预防控制、
卫生检测与评价、健康教育与促进、
技术培训与管理于一体的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经过 60 年的发展，疾病
预防控制事业职能进一步拓展，但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健康”的服务宗
旨却始终未变。

疾病预防控制事业是惠及百姓
的事业，人人都是受益者，人人更是
关注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近疾病预
防控制这支特殊队伍，通过一个个工
作场景来了解他们普通而又神圣的
职责。

他们是传染疾病的监测者。
从 2004 年开始，我市全面推行

网络直报制度，目前已构建起完善的
市、县、乡、村四级疫情报告网络体
系,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突发公共卫生
事 件 和 法 定 传 染 病 网 络 直 报 率
100%。病人到医院就诊，医生发现
病人为确诊或疑似的传染病病人，会
立即填写一张传染病报告卡。医院
防保科每天会定时收集这些报告卡
并录入报告系统。医院的卡片通过
网络直报系统传到各级疾控中心电
脑上，利用这一张张卡片，专业人员
进行分析研判，进而形成指导人们防
病行为的信息，并根据疫情发展及时
调整防控对策。

他们是公共卫生安全的守护神。
饭店的餐具消毒合格吗？我们

喝的桶装水干净吗？宾馆的卫生间
是否卫生？对食品、公共场所、饮用
水、化妆品生产经营单位及学校卫生
进行日常监测，对从业人员进行健康
体检，这些都是公共卫生工作的职
能。2007 年，新安县某村发生一起
食物中毒事件。该县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食物进
行采样化验，及时查明了“元凶”，中
毒人员也都很快康复。

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我不知道
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在洛
阳百姓心中，疾控人离他们很近、
很近。

60年：精神代代传
卫生防疫与疾病预防控制事业

是呵护健康的职业，不管你履职早
晚，人人都是奉献者。60年来，一代
代洛阳疾控人发扬“不惧艰险、勇于
担当、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精神，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防控疾病，健康百
姓”的铮铮誓言。

不惧艰险，勇于担当，危难之处
显身手。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活跃着
疾控人员的身影。他们都是生活
中的普通人，同样有着对疫情的担
忧，对亲人的牵挂。但是，只要有
疫情，一声召唤，他们无所畏惧，冲
锋在前。

洛阳人民不会忘记，2003 年，
许多地方突现“非典”疫情，来势汹
汹！我市出现疑似病例后，作为排头
兵，我市的疾控队伍两个月共处理疫
情 30 多次，出动 200 多人次。哪里
有疫情，他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
哪里。

洛阳人民不会忘记，2009 年 6
月 28 日，洛阳市第一例甲型 H1N1
流感确诊病例被发现后，市卫生局立
即组织专业人员现场处置。市疾控
中心在当晚对病人进行实验室检测
疑似为甲型H1N1流感阳性，立即将
病人转至医院隔离区治疗观察并上
报省卫生厅。由于该病例控制及时
到位，未出现疫情扩散现象。

地震灾区的人民同样不会忘记，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洛阳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克伟带领10名
卫生防疫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赶赴抗
震救灾第一线；在灾后重建中，又有
9 名洛阳市的疾病控制人员到灾区
对口支援。

敬业爱岗，无私奉献，心系群众
甘平凡。

“处理疫情只是工作的一个方
面，其实平时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
要做，而其中的不少工作，在别人
看来既不轰轰烈烈，也不风风光
光，甚至还很没意思。”说这番话的
是市疾控中心传控所所长朱鑫。
在传染病控制的领域，朱鑫已经干
了多年，对其中的苦乐酸甜，他的
体会很深。

“知道鼠疫吧？这是通过老鼠
传播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每个季
度，我们都要监测鼠疫。为了搞监
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专门去脏乱
差的地方逮老鼠。别人遇到我们这
些深更半夜逮老鼠的人，还以为我
们是神经病呢。”

“搞肠道传染病监测，我们的工
作人员就要每天呆在医院的诊室
里，发现有可疑的腹泻病人，就要千
方百计地说服病人提供大便拿回去
化验。”

疾控事业神圣而光荣。市疾控
中心党委书记马伟充满感情地说，
60 年来，疾控精神的代代传承和发
扬，形成了疾控队伍团结奋进的凝聚
力、顽强拼搏的战斗力、生生不息的
创造力，而这也正是疾控事业实现跨
越发展的不竭动力。

60年：亮点谱新篇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民

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要无疑对疾
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的历史时期，洛阳疾控事业围
绕提高健康保障水平这一目标，坚持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新举措破解
新问题，用新亮点打造新辉煌。

传染病防控基础更牢固。
针对预防接种工作的薄弱环节，

2011 年以来，洛阳市开展了为期两
年的免疫规划质量管理年活动。
2011年活动内容重点以硬件建设为
主，2012 年活动内容重点以内涵建
设为主。通过活动的开展，全市免疫
规划工作进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
化管理轨道。目前，全市已经实现
市—县—乡—村冷链设备全覆盖，建
立了冷库无线温度实时监测系统。
全市形成了由23家示范化预防接种
门诊、24家规范化门诊、31家合格门
诊、2661 家村级接种点和 198 家产
科接种点组成的预防接种网络，市疾
控中心还在全省率先开展预防接种
视觉识别系统建设，有效地提升了洛
阳预防接种的形象和品牌。

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更深入。
随着疾控工作的深入开展，急性

传染病得到控制，但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前不久，市
疾控中心向社会发布了2012年洛阳

市居民死因调查统计。虽然这份榜
单上只有 10 种疾病，但榜单背后是
疾控人员对17大类超过100种疾病
的监测。目前，我市居民的死因调查
已涵盖全市所有人口。

针对群众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
注，我市疾控部门对国家和省规定监
测的7大类食品化学污染物、16大类
餐饮食品的食源性致病菌全部进行了
监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全覆盖。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通过系统和持续
地收集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
品中有害因素监测数据及相关信息，
了解食品中主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
污染水平和趋势，为开展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和采取有
针对性的控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碘盐监测水平进一步提升。我
市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补碘盐，
过去对碘缺乏监测的重点是甲状腺
肿大疾病的发病情况。随着居民生
活条件的改变，我市疾控部门对碘缺
乏的防治重点从对甲状腺肿大疾病
的监测，转为对新婚育龄妇女、孕妇、
哺乳期妇女、0 岁至 2 岁婴幼儿和 8
岁至10岁儿童这5类重点人群的碘
缺乏情况监测，并及时将监测结果向
社会公布。

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
干净整洁的工作环境、润物无声

的文化标语、栩栩如生的名人雕塑、
“盛满”奖状和锦旗的荣誉室……走
进洛阳市疾控中心，一幅幅如诗如画

的“疾控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令人目
不暇接。去年秋季，福建省泉州市文
明办副主任陈庆宗带领的参观团参
观了中心荣誉室和疾控名人雕塑群
后，对这里的疾控文化建设给予高度
评价。

文化体现在氛围上。市疾控中心
印发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宣传册向
社会各界发放，在4块电子屏上滚动宣
传单位文明服务理念；结合专业特点
建成了“健康加油站”“健康大道”，开
展“和谐我生活，健康洛阳人”为主题
的健康生活方式“一二一行动”。

文化体现在学习上。面对健康
需求的专业化、多样化及公共卫生事
业快速发展迫切形势的需要，市疾控
中心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多样化的学
习活动。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作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层次理论
讲座，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
练、野外拓展训练、“健康生活方式”
文化广场、文艺汇演等活动，积极营
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文化体现在服务上。市疾控中
心坚持把服务对象作为第一信号，把
服务对象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服
务对象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积极建
设疾控服务文化。结合行风评议和

“三新”学习活动，查找服务差距，提
升服务理念。认真落实双休日预防
接种工作，为群众接种提供方便。规
范预防性健康检查和餐饮业、公共场
所卫生监测行为，加强实验室能力建
设，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服务能力和技
术服务水平，为服务对象提供明白、
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市疾控中心主任杨晓华深有体
会地说，文化建设是提高员工凝聚力
和塑造良好社会形象不可替代的载
体，文化可以凝聚品牌，文化可以推
动发展，文化是疾控中心发展不可或
缺的软实力。

60年是一本厚重的书, 几度风
雨,几度春秋，勇立潮头搏激流；

60年是一曲动人的歌, 为了健
康，为了你我，大爱无言来谱就。

60年，不平凡，洛阳疾控人倍感
自豪，无怨无悔；

新时代，新期待，洛阳疾控人壮
志满怀，大步向前！

孙若楠 王宇川 梁秀梅 文/图

沧桑巨变60年 大爱无言河洛间

团结奋进的市疾控中心团队

防控演练防控演练，，防患未然防患未然

市民在市疾控中心雕塑群前参观市民在市疾控中心雕塑群前参观

市疾控中心大楼市疾控中心大楼

刚成立时的洛阳市卫生防疫站刚成立时的洛阳市卫生防疫站

——洛阳市卫生防疫与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