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8
4
9

对发生职

业病危害
事故或者
有证据证
明危害状
态可能导
致职业病
危害事故
发生时的
行政强制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32
3001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省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综
合监
督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 第六十四条　发生职业病危害
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危害状态可能导致职
业病危害事故发生时，卫生行政部门可以
采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一）责令暂停
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业；（二）封存
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
危害事故发生的材料和设备；（三）组织
控制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

1.立案阶段责任：对在卫生监督管理中

发现的、卫生机构检测报告的、社会举

报的、上级机关交办的、下级机关报请

的、有关部门移送等符合立案法定条件

的案件，予以审查后，确定是否立案，

决定不予立案的，不予立案的书面记录

存档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举报人。

2.调查阶段责任：案件的调查取证，必

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

关证件，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依法收集

制作相关证据。调查终结后，承办人应

当写出调查报告。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情况进行

合议，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予以销

案。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以行政处罚。不属于本机关管

辖的，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处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4.告知阶段责任：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

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等。应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和申辩，符合听证条件的，告知当事

人申请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违法事实、处罚的内容和依据、

当事人救济的途径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

法定期限通过法定方式送达给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处罚决定履行或者执

行后，承办人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将有

关案件材料进行整理装订，加盖案件承

办人印章，归档保存。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行政强制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
序遭受损害的；
2.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强制的；
3.擅自改变行政强制种类、幅度
的；
4.违反法定行政强制程序的；
5.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强制的;
6.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
7.违法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的，未移送司法机关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强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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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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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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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8
5
0

对使用单

位的麻醉
药品和精
神药品管
理有证据
可能流入
非法渠道
的行政强
制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32
3002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省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综
合监
督局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05

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2
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六十条第二款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
生主管部门发现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
位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存在安全隐
患时，应当责令其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排
除；对有证据证明可能流入非法渠道的，
应当及时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
施，在7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通报
同级公安机关。

1.立案阶段责任：对在卫生监督管理中

发现的、卫生机构检测报告的、社会举

报的、上级机关交办的、下级机关报请

的、有关部门移送等符合立案法定条件

的案件，予以审查后，确定是否立案，

决定不予立案的，不予立案的书面记录

存档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举报人。

2.调查阶段责任：案件的调查取证，必

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

关证件，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依法收集

制作相关证据。调查终结后，承办人应

当写出调查报告。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情况进行

合议，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予以销

案。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以行政处罚。不属于本机关管

辖的，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处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4.告知阶段责任：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

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等。应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和申辩，符合听证条件的，告知当事

人申请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违法事实、处罚的内容和依据、

当事人救济的途径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

法定期限通过法定方式送达给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处罚决定履行或者执

行后，承办人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将有

关案件材料进行整理装订，加盖案件承

办人印章，归档保存。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行政强制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
序遭受损害的；
2.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强制的；
3.擅自改变行政强制种类、幅度
的；
4.违反法定行政强制程序的；
5.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强制的;
6.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
7.违法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的，未移送司法机关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强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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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8
5
1

对有证据

证明可能
被艾滋病
病毒污染
物品的强
制措施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32
3003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省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综
合监
督局

《艾滋病防治条例》2006年1月29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公布。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第709号国务院令修
订)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
管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可以封存有
证据证明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物品，
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经检验，属于
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物品，应当进行卫生
处理或者予以销毁；对未被艾滋病病毒污
染的物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品，
应当及时解除封存。

1.立案阶段责任：对在卫生监督管理中

发现的、卫生机构检测报告的、社会举

报的、上级机关交办的、下级机关报请

的、有关部门移送等符合立案法定条件

的案件，予以审查后，确定是否立案，

决定不予立案的，不予立案的书面记录

存档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举报人。

2.调查阶段责任：案件的调查取证，必

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

关证件，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依法收集

制作相关证据。调查终结后，承办人应

当写出调查报告。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情况进行

合议，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予以销

案。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以行政处罚。不属于本机关管

辖的，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处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4.告知阶段责任：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

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等。应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和申辩，符合听证条件的，告知当事

人申请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违法事实、处罚的内容和依据、

当事人救济的途径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

法定期限通过法定方式送达给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处罚决定履行或者执

行后，承办人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将有

关案件材料进行整理装订，加盖案件承

办人印章，归档保存。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行政强制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
序遭受损害的；
2.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强制的；
3.擅自改变行政强制种类、幅度
的；
4.违反法定行政强制程序的；
5.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强制的;
6.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
7.违法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的，未移送司法机关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强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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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8
5
2

对涉嫌违

反医疗废
物管理条
例规定的
场所、设
备、运输
工具和物
品的强制
措施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32
3004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省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综
合监
督局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03年6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0号公布,根
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三十九
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
列措施……（四）查封或者暂扣涉嫌违反
本条例规定的场所、设备、运输工具和物
品。

1.立案阶段责任：对在卫生监督管理中

发现的、卫生机构检测报告的、社会举

报的、上级机关交办的、下级机关报请

的、有关部门移送等符合立案法定条件

的案件，予以审查后，确定是否立案，

决定不予立案的，不予立案的书面记录

存档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举报人。

2.调查阶段责任：案件的调查取证，必

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

关证件，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依法收集

制作相关证据。调查终结后，承办人应

当写出调查报告。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情况进行

合议，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予以销

案。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以行政处罚。不属于本机关管

辖的，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处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4.告知阶段责任：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

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等。应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和申辩，符合听证条件的，告知当事

人申请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违法事实、处罚的内容和依据、

当事人救济的途径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

法定期限通过法定方式送达给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处罚决定履行或者执

行后，承办人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将有

关案件材料进行整理装订，加盖案件承

办人印章，归档保存。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行政强制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
序遭受损害的；
2.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强制的；
3.擅自改变行政强制种类、幅度
的；
4.违反法定行政强制程序的；
5.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强制的;
6.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
7.违法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的，未移送司法机关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强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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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8
5
3

对传染病

病原体污
染的公共
饮用水水
源及相关
物品的行
政强制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96
1A26
2032
3005
000

省卫

生健
康委

卫生

法制
和监
督处
、省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综
合监
督局

《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8月28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7号公布，2013年6
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号修
订）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发
现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
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可以采
取封闭公共饮用水源、封存食品以及相关
物品或者暂停销售的临时控制措施，并予
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经检验，属于被污
染的食品，应当予以销毁；对未被污染的
食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品，应当
解除控制措施。

1.立案阶段责任：对在卫生监督管理中

发现的、卫生机构检测报告的、社会举

报的、上级机关交办的、下级机关报请

的、有关部门移送等符合立案法定条件

的案件，予以审查后，确定是否立案，

决定不予立案的，不予立案的书面记录

存档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举报人。

2.调查阶段责任：案件的调查取证，必

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

关证件，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依法收集

制作相关证据。调查终结后，承办人应

当写出调查报告。

3.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情况进行

合议，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予以销

案。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以行政处罚。不属于本机关管

辖的，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处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4.告知阶段责任：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

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等。应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和申辩，符合听证条件的，告知当事

人申请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违法事实、处罚的内容和依据、

当事人救济的途径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

法定期限通过法定方式送达给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处罚决定履行或者执

行后，承办人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将有

关案件材料进行整理装订，加盖案件承

办人印章，归档保存。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行政强制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
序遭受损害的；
2.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
强制的；
3.擅自改变行政强制种类、幅度
的；
4.违反法定行政强制程序的；
5.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强制的;
6.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
7.违法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的，未移送司法机关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
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强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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