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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渝北卫健函〔2024〕118 号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区政协十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356 号

提案的复函

九三学社：

贵社提出的《完善陪诊服务，解决空巢老人独自就医难的建

议》（提案 356 号）已收悉，首先感谢贵社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

心和支持，对此提案我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作出批示，并召集

有关同志作了专题研究和部署。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持续加强医疗机构老年友善医疗服务

区内各医疗机构通过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等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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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挂号服务，并提供一定比例的当日现场号源，不断畅通老

年人就医渠道。老年人就医服务流程方面，建立老年人就医绿色

通道，要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在门诊显著位置设立一站式服务

中心，负责为老年人提供咨询、助老器具借用等服务。考虑到老

年人就医习惯和实际困难，大部分医疗机构有专/兼职志愿者等

为老年人提供导医等相关服务，挂号、收费等设有人工服务窗口

及现金收费窗口，智能设备配有人工值守。

二、不断推动“县聘乡用”筑牢基层网底

2022 年 7 月以来，渝北区正式成立医疗体制改革反哺计划

领导小组并下设反哺专班统筹推进，创新“四大部”服务机制，

围绕县聘乡用、家医履约、紧密型医共体 3 项内容，分两批下派

112 名区内二级及以上临床医师下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全脱

产形式开展为期一年的诊疗服务，村镇、社区老百姓、老年人看

病就医无需“进城”，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区级医疗机构医师优

质医疗服务，免去排长队、难挂号等烦恼。截至今年 3 月底，“县

聘乡用”人员签约家医 1.2 万余人次，门急诊诊疗 21.2 万余人

次，管理住院病人 1.3 万余人次；业务培训 1614 次，疑难病例

讨论 1615 次，教学查房 1728 次，教学示范 1408 次，填补基层

临床技术空白 197 项，开展无痛胃镜下胃息肉切除术、人工股骨

头置换术等手术共 3778 例，帮助基层从无到有建立专科门诊 4

个。

三、关于推动资质认定及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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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陪诊员”这一职业尚未被收录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中，

国家卫生职业技能鉴定亦未将社群健康助理员纳入鉴定评价范

围，陪诊服务从国家、市级层面仍缺乏相关行业规范。在推进老

年人就医照护方面，区卫生健康委落实医疗机构管理主体责任，

积极规范医疗机构内护工管理。目前，区内医疗机构引进了新生

活护工公司、爱丽宝公司等经工商登记的有资质的服务公司，患

者需要护工时，由患者或家属与公司签订聘用合同，而后由公司

委派护工上岗，费用标准及费用支持均由管理机构负责，医疗机

构不直接与护工发生关系。为规范护工公司院内收费，医疗机构

就收费标准与护工公司签订合同，护工收费标准严格按照合同规

定进行收取，医疗机构同时将收费标准做成宣传图片，公示在每

个科室的护士站，每月对护工质量及收费标准进行督查与监管。

四、下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区卫生健康委将指导区内医疗机构持续改善老年友

善医疗服务，简化流程、创新模式、优化环境，提升老年患者就

医体验；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

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就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

疗卫生服务。因职业工种的设定和发布，管理事权在国家层面，

区卫生健康委将持续关注国家对新职业发布的动态，会同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区民政局、区医保局等有关部门积极探索推进

陪诊相关资质标准认定，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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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贵社对卫生健康工作的支持、关心和厚爱。

此复函已经委主要领导审签。对以上答复如有什么意见，请

联系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

联系人：雷涵，联系电话：67825733。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