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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渝北区机关事务中心 文件

渝北卫健〔2023〕384 号

重 庆 市 渝 北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重 庆 市 渝 北 区 机 关 事 务 中 心

关于进一步加强渝北区卫生健康系统公共机构
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的通知

委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市机关事务局、市

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系统公共机构节约能源

资源工作的通知》（渝机管节能〔2023〕41 号）文件精神，践

行低碳引领行动促进碳达峰，进一步加强全区卫生健康系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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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能源资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目标管理

聚焦《重庆市渝北区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十四五”规

划》能源资源节约工作任务，实施公共机构能源和水资源消费

总量与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全区卫生健康系统节约能源资源年

度工作目标落实。

（一）强化能源消耗管理。加强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根

据《重庆市渝北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调查制度>实施

方案》（渝北机务〔2022〕134 号）要求，按月填报《全国公共

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综合信息平台》，每半年完成一次能源资源消

费数据分析报告，加强能源资源动态管理。扎实推进能源资源

消费治理工作，提高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坚持能源

节约贯穿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运行全过程、各环节，严格执行

重庆市《公共机构能源消耗定额》（DB50/T1080—2021），二级

以上公立医院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不超过 25kg 标准煤/平方米/

年、人均综合能耗不超过 439kg 标准煤/人/年。二级以上公立

医院万元收入能耗支出逐步降低，力争实现科室用能成本核算。

按照要求确定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为渝北区重点用能单位，

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节约能源资源各项工作。积极参与节约型公

共机构示范单位、绿色低碳示范单位、美丽医院等创建工作，

能效领跑者和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

（二）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利用。着力推进终端用能电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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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力替代煤、油、气等化石能源直接燃烧和利用，提高办公、

生活用能清洁化水平。大力推广太阳能光伏光热项目，充分利

用建筑屋顶、立面、车棚顶面等适宜场地空间，安装光电转换

效率高的光伏发电设施，推动太阳能供应生活热水项目建设。

推行新建建筑项目和既有公共建筑改造项目可再生能源一体化

设计，严格按照《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55015-2021）设计建造，“十四五”期间，全区卫生系统既

有建筑符合条件的屋顶光伏覆盖率不低于 20%，新建建筑屋顶

光伏覆盖力度达到 50%。持续推广新能源汽车，加快淘汰报废

老旧柴油车辆，加大新能源汽车配备使用力度，推动卫生系统

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新增及更新公务用车除特种业务用车以

及无适配车型外均配备新能源汽车。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

内部停车场要配建与使用规模相适应、运行需求相匹配的充

（换）电设施设备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内部停车场充电桩建设

比例不得低于总停车位数量的 10%。

（三）提升建筑绿色低碳运行水平。推进建筑绿色化，新建

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力争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

标准；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力度，以提高建筑外围护结构的

热工性能和气密性能、提升用能效率为路径，针对建筑外围护

结构和空调、照明、供配电等重点用能系统设备设施实施绿色

化改造，每年在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不少于 1 个绿色化改造

项目；推动医院数据中心绿色化，逐步对电能利用率（PUE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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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5 的数据中心实施节能改造，提高数据中心能效水平；

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加快推广超低能耗建筑和低碳

建筑。提高建筑用能管理智能化水平，完善能源与水资源计量

器具配备，鼓励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医院将楼宇自控、能

耗监管、分布式发电等系统进行集成整合，实现各系统之间数

据互联互通，打造智能建筑与智慧医院管控系统，实现数字化、

智能化的能源管理，推动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能源管理

一体化管控中心。

（四）落实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大力推广使用节能环保新技

术、新产品。严格执行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

带头采购节能、低碳、循环再生等绿色产品，优先采购秸秆环

保板材等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在物业、餐饮、合同节能等服务

采购需求中，强化绿色低碳管理目标和服务要求。

（五）推广运用市场化机制。贯彻落实国管局、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鼓励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

费用托管服务的意见》文件精神，推广应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

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用能系统节能改造和

运行维护，每年在全区医疗卫生机构至少完成 1 个能源费用托

管项目。实施过程中，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能源审计，依据审计

结果及时采取节能降碳措施。年能源消费量达 1000 吨标准煤

以上或年电力消耗 50 万千瓦时以上或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

上的单位，每 5 年应开展一次能源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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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范工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严格遵守工程招投标和

政府采购制度规定，加强《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重庆市

招标投标条例》《重庆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等

制度文件的学习贯彻落实，做好单位内控管理，切实规范招标

投标活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廉政风险。

二、推动节约集约用水

（一）加强节水管理。建立用水计量、统计、定期维修等节

水管理规章和制度，制定年度用水计划、实施方案并落实年度

节水目标任务，明确单位内部节水主管部门和节水管理人员，

做好用水记录和统计台账，定期巡护和维修用水设施设备，用

水器具漏失率不超过 4%。积极推广应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和

新产品，开展节水宣传活动和专题培训、讲座，在主要用水场

所和用水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宣传标识。妥善管理给水管网、

用水计量网络图纸档案，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卫生健康

类公共机构，每 5 年应开展一次水平衡测试。推进节水型单位

创建，力争区级公立医疗机构实现全覆盖。

（二）推动节水改造。新建建筑节水器具使用率实现 100%，

用水计量器具按分户、功能分区、主要用水设备实现二级计量，

配备率实现 100%。开展供水管网、绿化灌溉系统等节水诊断，

针对食堂用水设施，冷却塔漂水、溢水散失和蒸汽锅炉冷凝水

排耗，老旧管网和景观用水、泳池等耗水设施，积极采取节水

器具、设施设备替换等措施改造。具备条件的露天场地硬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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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停车位应采用透水地面铺设。鼓励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

采用雨水、地下渗水、山涧水收集净化再利用和生活杂排水回

收净化再利用等非常规水源技术代替常规水源，降低常规供送

饮用水消耗。

三、抓实节约用电工作

完善用电管理制度，加强用电负荷管理，明确责任部门和

责任人，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节约用电各项措施，全面加

强管理节电，积极落实技术节电，广泛倡导行为节电。贯彻落

实区委、区政府电力保供决策部署，加强节约用电内部管理，

提高电能利用效率。

四、推进反食品浪费

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加强反食品浪

费工作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标准、实施节约举措、强化宣传培

训，常态化推进“‘光盘行动’我带头”活动，进一步加强食堂

用餐管理，加强食品在采购、储存、加工等环节减损管理，完

善餐饮浪费监管机制，实施食堂反食品浪费评估和通报制度。

五、强化生活垃圾分类

落实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制度，加强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推广减量化措施。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志愿服务行动，

引导干部职工养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做到准确分、正确投，

从而提升整体投放准确率，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积极推

行无纸化办公，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鼓励使用再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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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耗材、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等可循环利用的产品。严格落

实《重庆市一次性用品目录清单管理办法》，不主动提供一次性

用品，全面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积极参与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点遴选。

六、加强食堂油烟治理

结合《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推进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食堂油烟治理全覆盖。持续加强设施设备运行维护，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食堂油烟净化设备全面维护并出具专业机构检测合

格报告，确保油烟排放浓度和去除效率达到规定要求，有条件

的公共机构可以开展深度治理试点（排放浓度严于《餐饮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30%以上）。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节约能源资

源工作的重要性，对标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要求，聚焦节能降

碳重点工作，加强统筹部署和系统推进，结合实际，制定工作

方案，健全规章制度，建立工作措施，明确工作责任，健全激

励约束机制，将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纳入医院考核体系。

（二）强化宣传教育。持续推进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充分

利用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全国生态日、世界粮食日和全

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等主题宣传活动，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

活动，广泛普及生态文明法律法规、科学知识，树立生态文明

理念，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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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技术运用。加强互联网、物联网技术与传统节能

环保技术的融合，充分利用“互联网+”模式，提升公共机构

节能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大力推广使用节能环保新技术、

新产品。支持、激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医院节约能源资源工

作，积极采用能源费用托管等市场机制参与医院绿色化改造。

附件：全区医疗卫生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重点监测指标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渝北区机关事务中心

2023 年 11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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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区医疗卫生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
重点监测指标

序号 重点监测指标 指标导向

1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不超过 25kg 标准
煤/平方米/年

2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人均综合能耗
不超过 439kg 标准
煤/人/年

3 公立医疗机构万元收入能耗支出 逐步降低

4 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二星级及以上

5 新建建筑节水器具使用率 100%

6 推进节水型单位 100%

7
“十四五”期间，全区公立医院卫生机构既有建筑符合条件的
屋顶光伏覆盖率不低于 20%，新建建筑屋顶光伏覆盖力度达到
50%

严格执行

8 迎峰期间科学合理压降用电负荷 严格执行

9 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开展源头减量 严格执行

10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严格执行

11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严格执行

12
开展食堂油烟治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食堂油烟净化设备全面
维护并出具检验合格报告

严格执行

13 内部停车场充电桩建设占总停车位数量比例 不低于 10%

14
年能源消费量达1000吨标准煤以上或年电力消耗50万千瓦时
以上或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开展能源审计

每 5 年一次

15
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卫生健康类公共机构应开展水平衡
测试

每 5 年一次

16
针对建筑外围护结构和空调、照明、供配电等重点用能系统实
施绿色化改造

每年在全区医疗卫
生机构实施不少于
1 个绿色化改造项
目

17
因地制宜采用能源费用托管等合同能源管理方式，调动社会资
本参与用能系统节能改造和运行维护

每年在全区医疗卫
生机构至少完成 1
个能源费用托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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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目

18 示范创建活动 /

19 招投标违法违规行为 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