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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模式下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治体系建设

路径探究

金 蓉

乐山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乐山 614000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公共卫生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农村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生产基地和人口聚集区，其

公共卫生管理形式和手段还存在不足之处。本文围绕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治体系研究展开，分析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治体系

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疫情防控常态化模式下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治体系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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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made public health a significant global concern. As an important production
base and population gathering area in China, rural areas also have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their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forms
and measur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rural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issues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rural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a 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legal
system of rural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under the norma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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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冲击，暴露出公共卫生管理体系薄弱的问题。在我国，

尤其是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问题更加凸显。长期以来，我

国公共卫生政策体系一直“重城市、轻农村”，致使城乡公

共卫生保障存在很大差距。[1]疫情防控常态化模式下，农村

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建设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在农村地区，

因为人口分散、经济基础薄弱、医疗卫生资源不足等问题严

重，进一步加大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因此，

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公共卫生法治

体系，是一项紧迫而必要的任务。

一、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治体系的现状

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卫

生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与城市不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

管理方式、法律标准等有很大的区别。目前，我国现已出台

了一系列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规和法律以维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农村公

共卫生管理法治体系建设已有成效，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

挑战。首先，农村公共卫生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有待提高。

很多农村公共卫生工作者缺乏基本的卫生知识和技能，不懂

得如何预防和控制常见的传染病和慢性病，并且常常无法及

时发现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外，农村地区的医疗资

源缺乏，医疗水平不高，公共卫生设施也不够完善，使得农

村居民接受健康服务的难度加大。其次，农村居民的卫生意

识和行为习惯有待改善。许多农村居民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

和习惯，抵抗力较弱，身体容易生病，同时很多居民生活条

件落后，卫生条件较差，更容易被病毒感染。除此之外，垃

圾分类、水质检测、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工作也存在很多问题，

直接危及了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

我国应加快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治体系建设的进程，实现管

理法制化[2]。

二、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治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公共卫生法治体系不健全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公共卫生事业

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而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建设

是保障卫生权益的基础性工作。然而，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法

治体系存在明显不足，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提高。首先，我国

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极其分散，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关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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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领域的法律法规主要成文于卫生法与医疗机构管理法等，

但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并未考虑卫生事业的整体发展，也

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协调机制。因此，一些卫生相关事项

在法律层面缺乏明确的规定，存在管理上的漏洞，难以得到

有效的惩处。其次，农村卫生相关法规还没有形成完备的体

系。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对于卫生保健的需

求越来越高。然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充分地照顾到这

一点。比如，农村医疗卫生网建设方面的法律规定相对薄弱，

很多地方即使有了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但其服务质量仍然存

在瑕疵。同时，由于医疗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很

多农村居民在医疗保健方面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待遇，这种现

象需要法律的进一步规范和保障[3]。

2.2公共卫生相关法律修改滞后

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逐渐步入了现代化轨

道。但是，农村地区的卫生问题却一直比较薄弱，这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传染病防治方面，当前已出现了许多新

型病毒，需要更加精确的防控和应对方案，需要对现行的传

染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补充。另外，在医疗服务

方面，许多农村群众因看病买药费用过高无法及时就医，导

致严重的后果，需要在法律法规层面寻找解决方案。可以考

虑制定针对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法规，实行积极的补贴和补

助政策，让农村群众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除此之

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卫生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和解决，例如环

境卫生问题、健康教育问题和营养饮食问题等。

2.3党内法规缺失

党内法规作为针对性法规，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

管理法治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领导力量和推

进者，应该更加注重在农村卫生工作中的管理和监管作用，

促进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目前，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

事业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一些问题也与党内干

部有关，如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不负责任、不作为、懒

散浮躁等问题，影响了农村卫生工作的推进。因此，党内法

规的出台，可以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强化责任意识和

工作纪律，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推动农村公共卫生工

作的健康发展。在制定党内法规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以

下几点：第一，注重调研和总结，了解干部在农村卫生工作

中的工作表现和存在的问题，为制定党内法规提供参考。第

二，注重制度创新，针对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开展系统地制

度性创新，改进卫生管理工作方式和方法，提高工作效率[4]。

最后，注重实施和监督，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和权利，

确保党内法规落到实处，起到实际的监管作用。

2.4法治保障不足

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治化是当前农村卫生事务的重要

任务之一，它可以提高农村卫生领域的服务水平，促进农村

居民的健康发展，但在实践中，也有一些问题。第一，农村

卫生机构数量不足、卫生服务能力不强、人才缺乏等阻碍了

农村卫生发展的进程。目前，很多农村地区的卫生机构建设

严重不足，医疗设施缺乏，医生和护士匮乏，导致卫生服务

能力不足，卫生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维护农村居民健康的能

力受到限制。第二，在卫生信息管理方面的问题，信息安全

控制不力，数据互通不畅等问题同样会影响卫生管理法治体

系的发展。目前，很多农村卫生机构的信息管理还比较滞后，

无法满足信息化时代的要求，数据安全和保密控制不到位，

卫生信息的互通性也很差。第三，建立和健全固定制的日常

检查、督查和管理机制，增强法律对服务农村居民健康的保

障作用也是保障农村卫生事务的发展的关键。只有建立规范

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及时检查和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

施进行协调和解决，确保农村卫生领域的法治化得到落实。

三、疫情防控常态化模式下农村公共卫生管理法

治体系的建设路径

3.1完善农村公共卫生管理体系

首先，应从问题导向出发，深入分析农村公共卫生工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瓶颈难点，重点研究如何通过法治手段

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在村级卫生室的设置和运营等方面

存在一些无法有效约束的问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推出有

效的法律法规制度，明确相应的权责和规范要求，保证卫生

室的安全可靠运行。此外，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方面也

需要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完善的追责机制，确保农村居民的

基本生活要求和健康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其次，应逐步推出

一系列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例如，应加大对农村饮用水卫

生管理的法制约束力度，制定严格的水质标准和卫生检测体

系，确保农村居民饮用水的安全可靠；加强疫病预防控制的

法治建设，制定相应的预防接种、防疫物资储备、疾病报告

等规定，防止疾病的扩散和蔓延；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

方面的法治建设，实现“医者所向”的健康服务。这些法律

法规制度的推进可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农村公共卫生管理

体系。再次，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农村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建

立健全公共卫生法规的框架。建立科学完整的农村公共卫生

管理体系，健全农村公共卫生监测体系，完善卫生机构体系，

加强卫生教育工作，提高全民群众公共卫生意识和卫生素质。

同时，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推广和使用各种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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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提高卫生管理的科学性和精细化[5]。

3.2建立规范化的法律修改机制

针对现有农村公共卫生法规的不足之处，应该在立法层

面上建立一套规范化的法律修改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可以

加速农村卫生相关法规的更新和修订，确保农村公共卫生法

规的时效性和科学性。同时，在修订法规的过程中，还应广

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与专业学者和卫生管

理人员的沟通和交流，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适应实际的农

村公共卫生法规。其次，应制定严格的法规程序。为了保证

法规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应该建立一套严格的法规制定程序。

在制定和修订农村公共卫生法规时，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和程

序的审核和审批，确保法规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例如科学评

估、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论证等程序都应该得到合理的安排

和推行。这样，可以加强卫生法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落实

其法律效力和执行力度。最后，加强对农村公共卫生法规的

执行和监督力度。法规的制定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加强

对其实施的监督与管理。在执行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相关

规定，查找并纠正卫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应建立相

应的监督机制和责任制，对履职不力的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只有坚决落实法规，才能够推动农村地区公共卫生的发展。

3.3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

党内法规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法律法规体系，是通过党的

内部机制形成并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在我国，党内法规的规

范性和指导性对农村公共卫生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

响是深远的，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实践。对于农村公

共卫生管理的党内法规落实，建议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

使其能够与公共卫生法规无缝结合起来，形成相互配套、协

调发展的法规体系。党内法规的作用在于为党员干部和群众

行为提供准则和指引，在规范全社会行为的同时，也维护了

党组织的权威和威信。在具体实践中，首先需加强党内干部

的教育和管理。通过加强干部培训、督查和评估，提高干部

治理水平和意识，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组织核心作用和引领

作用，引导农村公共卫生的各方面工作得以有效实施。其次，

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创新推出适应时代和需求的管理措

施。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为制定更符合农村实际

的法规提供借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党内法规的实践

也需要适应新形势，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做好改革和创新。

最后，要把握好法律、法规和实践的关系，正确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公共卫生管理。只有在法律、法规和实践的良性互动

之下，才能更好地保证党内法规的实施和公共卫生管理的有

效推进。

3.4建立完备的法治保障体系

首先，要加强对公共卫生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农村

群众对公共卫生法规的知晓度和遵守度。政府可以通过各种

媒体渠道，向农村群众普及公共卫生法规和政策，提高他们

的法律意识和卫生健康意识。同时，加强对公共卫生工作人

员的法治教育和培训，提高其法律意识和能力，规范其工作

行为，保障公共卫生工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其次，要加强

公共卫生工作的监督和评估，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和处

罚，确保公共卫生工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监管机制，加强对公共卫生工作的监督和评估，对于违法

违规行为要依法及时处理和处罚，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公正

性。最后，要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卫生管理的法律援助机制，

对于因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法律纠纷和诉讼，提供有效的法

律支持和协助，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

共同建立农村公共卫生管理的法律援助中心，为农村群众提

供法律援助和支持，解决各类法律问题，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总之，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管理的法治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

但紧迫的重要任务，政府应当与社会各界多方合作，共同推

动，提升农村地区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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