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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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号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区人大第十九届四次会议会议第 436 号

建议的答复函

尊敬的刘燕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全区医疗机构法治医院建设的建议》（第

436 号）已收悉，感谢您对渝北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对

您的建议我委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批示并组织会议专题研究

和布置，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政府重视和支持法治医院建设”和“加强法治医

院建设宣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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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重庆市法治医院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

我区将渝北区人民医院纳入全市首批法治医院建设试点单位，围

绕法治医院建设指标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法治医院试点建设。

（一）建机制，健全医院法治建设体系

一是成立医院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医院

总体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制定法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二

是成立医院法务部，统筹一体推进法治医院建设工作。法务部现

有专职人员 3 人，具有医学背景 2 人，法律专业背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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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法务部参加医院研究重大决策、

重大合同、重要文件制度等相关会议，及时回应潜在的法律风险，

堵塞漏洞。三是设置法治宣传员，构建医院和科室法治建设的桥

梁。各科室确定 1 名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的员工作为法治

宣传员，负责本科室法治宣传、纠纷调解、隐患排查，及时向法

务部提出意见建议。法治宣传员每周三为群众预约公益律师，每

季度报送 1 次科室法治工作情况；法务部每半年对法治宣传员

开展培训 1 次，及时协助处理科室隐患问题，确保医院法治建

设目标和规划在科室得到有效落实。

（二）抓制度，形成医院法治建设长效保障

在完善法务部功能设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一

是完善法治相关制度与运行体系。修订完善领导干部年度述法制

度、法务工作制度与流程、法务人员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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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打造了合法性审查和纠纷防筛两项机制。合法性审查分为 2

种情况：对于重大决策、重大合同、重要文件、重大制度，由法

务部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对于普通合同、一

般性文件、制度等，职能部门履行合法性审查主体责任，法务部

进行会签。同时法务部会同审计科对医院重大合同进行合法性审

查，目前已完成 8 份合同审查。纠纷防筛机制模式为：法务部每

周到 1 个临床科室开展纠纷隐患排查，针对具有潜在医疗纠纷

隐患的患者，通过查阅医疗文书、主管医生汇报医患沟通情况等

方式了解基本“病情”，分析研判纠纷原因，提出针对性的法律

意见。二是检视现有工作制度。医院现有工作制度 484 项，法务

部分批分期对现行制度全面进行合法性审查，推进制度改、废、

立，确保医院在良法善治的轨道上运行。目前已完成《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医学伦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医院电子病历管理制度》

《患者知情同意告知制度》等制度审查 15 项，提供审查意见建

议 92 条，采纳 79 条，修订完成 13 项。

（三）强队伍，提升医院法治化管理水平

队伍建设作为法治医院建设推进的重要力量，是医院实现良

法善治的基础。一是整合专业律师团队。主要由公益律师团队和

医院具有法律从业资格的职工组成。目前，首批 6 名公益律师已

完成服务，第二批 4 名公益律师已完成进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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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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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人次、审查起草合同文书 67 件、组织下临床宣教 72 场次。

二是整合高校资源。医院积极主动作为，利用作为西南政法大学

民法典国民教育基地、中国法文化研究传播中心实践教学基地以

及西南医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实习基地等金字招牌，积极与法学

院校开展合作，联合培养“医”“法”复合型人才，实现双方共

赢。医院现接收西南医科大学医师法律专业研究生 6 名，即将于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签署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三是整合法治宣

传队。医院现有法治宣讲队员 319 名（医声说法专家团 15 名，

青年团员 304 名），主要由“医声说法”专家宣讲队、公益律师

服务团、“民法典”国民教育科普基地宣讲队、法治宣讲志愿服

务队 4 支队伍组成，成员包括院领导、各学科带头人、科室主任、

业务骨干、党支部书记及青年团员等。宣讲团成员不定期地深入

各支部、各科室、医共体成员单位、学校、社区现身说法，共同

提升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切实做到依法管理、依法履职、依法

办事、依法执业，依法行医。

（四）树文化，构造“良法善治”的法治氛围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治文化是法治

医院建设的文化基础，也是医院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院通过以下 2 方面推动法治文化繁荣。一是以“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室”“一厅一廊 N 科室”“指尖媒体+基础文化”“法治图书角”

普法宣传基地为抓手、以院校合作为切入点、以构建现代化法治

化的医院治理体系为目的，在全院范围内营造依法治院的良好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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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二是推进法治医院进科室，激活法治“细胞”。围绕矛盾纠

纷突出、廉政风险高、牵头执行医疗法规多、关注“一老一小”

重点人群为标准，医院优选出儿科、老年科、医学装备科等法治

示范科室 15 个和法治标杆科室 5 个，引导科室探索符合自身实

际的法治运行模式。如医学装备科从科室申购—专家论证—采购

—验收入库—使用出库收费的全流程再造。二是强化联合检查机

制。通过建立联合检查治理机制，破除以往单打独斗的局面，确

保一个检查组检查多个事项。联合检查中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

监管手段，针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重点针对医疗反腐、非法

套取医保资金、毒麻精放药品管控等展开检查，确保一次检查、

一次规范。实现既达到效果又减少对企业的检查频次和压力。同

时，通过检查相互熟悉对方业务关注重点，提高发现问题的敏感

度。

二、关于“加强平安医院建设和防范化解风险能力”的建议

区公安分局领导高度重视法治医院建设。一是于 2023 年协

同督促全区二级以上医院，按照“一院一点”标准安装“一键报

警”装置，100%接入属地派出所。二是压实工作责任，将二级

以上医院纳入社会面巡逻防控重点区域，设为每日必巡点，及时

防范处置医疗机构及周边治安问题。三是依托保卫干部、驻警务

室民辅警和工作中发现的线索，及时摸排、有效化解医患纠纷。

四是加强涉医警情处置力度，确保接警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依

法依规快速处置。五是持续开展打击“医托”“号贩子”专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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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营造良好就医秩序。

三、关于“医院警务室配备专兼职警力”的建议

目前，全区共有三级医院 7 家（公立 4 家，私立 3 家），二

级医院 9 家（公立 2 家，私立 7 家）。区公安分局党委多次研究

警务室警力部署问题，已落实专职民警入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

腔医院、附属第三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3 月 13 日，区公安分

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提出警力优先向平安医院倾斜。目前已落

实全区公立三级和私立三级医院警力入驻。

再次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支持、关心和厚爱。

联系人：乔琪，联系电话：67808620。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区人大代工委，龙兴镇人大主席团。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