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渝北卫健函〔202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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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号

提案的复函

民建渝北区委：

贵委提出的《关于大力推进医务社工进驻医院的建议》（提

案 347 号）已收悉，首先感谢贵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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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推进法治医院建设

2021 年 12 月，区人民医院成立重庆市首家公共法律服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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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先后获民法典国民教育科普基地、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普

及基地、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文化研究传播中心实践教学基地、

重庆市首批法治医院建设试点单位。在院内组建法务部，法务部

共有专职人员 3 人、公益律师 10 人，主要负责合同、协议审查，

处理医疗纠纷，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律培训以及法治文化培训

等。自医院“法治诊所”成立以来“开诊”95 次，为医院重要

决策、涉法事务处理提供法律审查、服务 78 件次，提供法律援

助 56 人次、法律咨询服务 396 人次、审查起草合同文书 67 件、

组织到临床宣教 72 场次。有关工作经验及典型案例被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卫生健康工作交流》（（第 254 期）法规工作专刊

（第 19 期））专刊报道、《健康报》刊登报道。

二、持续加强医疗机构志愿服务

区内各医疗机构通过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等方式提供

多渠道挂号服务，并提供一定比例的当日现场号源，不断畅通群

众就医渠道。优化就医服务流程方面，建立老年人、残疾人、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等人群就医绿色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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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为群众提供咨询、助

老便民器具借用等服务。考虑到部分人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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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强化护工监管深化服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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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护工准入制度方面。我区高度重视不同类型照护

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区人力社保局持续实施康养职业技能培训

计划，推行“人人持证”工程，鼓励技工院校、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积极对接市场，不断加大对健康照护、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

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力度。2023 年共计开展相关专业职业技

能培训 819 人，主要涉及智慧康养、健康管理、医疗辅助护理、

养老护理等工种，较好为我区康业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人才支

持。区内医疗机构对护工明确了岗前体检要求，所有护工上岗前

均进行了健康体检。

（二）规范医疗机构内护工管理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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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医疗机构内护工持证上岗方面。区内各医疗机构均对

护工持证上岗提出了明确要求。经调查，区内各医疗机构目前在

院的护工共 115 名，其中 97 名护工均已取得护工资格证或者已

经通过护工资格证考核，18 名护工取得月嫂证（妇幼保健机构

护工）。其中，区人民医院每月由护理部对护工服务质量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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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行质量督查，质量督查结果报护工公司，与护工绩效进行

挂钩。区中医院临床科室护士长对本科室护工进行管理，护理部

每月对护工工作、患者及护士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将考核结果与

护工绩效进行挂钩。区妇幼保健院对护工在院遵守医院规章制度

情况进行监督，对病员及家属定期进行了满意度调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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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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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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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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卫生健康委将持续关注国家、市级对医务社工发布的动态，会

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等有关部门积极

探索推进有关工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再次感谢贵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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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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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