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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渝北卫健函〔2023〕100 号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区政协十六届二次会议第 261 号提案

的复函

尊敬的陈国琴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实施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托育服务提升

行动的建议》（第 261 号）已收悉，首先感谢您对渝北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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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我区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基本情况

目前，全区 0-3 岁婴幼儿 4.26 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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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市场需求大、发展迫切。截至目前，我区在市场监管部门登

记注册“托育”经营范围的机构共 139 家，实际经营托育服务的

机构 43 家。其中，实际开展托育服务的民办机构 24 家，区教委

提供纳入托育统计的幼儿园 19 家（农村公办 15 家、民办 4 家）。

累计发展托位 3062个（每千人口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2.1 个）。

在区卫健委完成备案的有 11 家（均为民办托育机构），托位 944

个。24 家民办托育机构中，收费标准从 1500—6800 元/人/月不

等，托管模式以全日托为主，少数为半日托、临时托。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三个明确”，确保统筹推进。一是明确机制。

建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区卫生健康委牵头主抓，相关部门

齐抓共管的机制。先后出台《关于印发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渝北府办发〔2020〕16 号）、

《关于印发全区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渝北府办发〔2022〕30 号），明确工作目标、政策体

系、服务体系。二是明确任务。将托育服务工作纳入“十四五”

规划，提出到“十四五”末，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

数达到4.5个。同时，将托育服务工作纳入政府民生实事，将“2022

年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2.1 个”纳入全区综

合目标考核，实行定期通报，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打表推进。三

是明确职责。针对托育服务发展中的卡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明

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区发改委、区教委、区民政局、区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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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等重点解决托位发展问题，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应急局、区

消防救援支队等重点解决托育机构安全问题，各镇街履行属地责

任，具体负责托育机构培育、社区托育服务和托育机构安全等工

作，形成推进托育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建立“三项机制”，严格监督管理。一是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区市场监管局每月向区卫生健康委推送注册“托育”的

机构信息，镇街定期逐户摸排，核实实际办托情况，确保底数清、

情况明。区卫生健康委将信息汇总反馈到相关监管部门，各单位

履行监管职责。二是建立联合检查机制。区卫生健康委牵头，经

常性组织市场监管、消防救援支队、教育等部门和属地镇街，对

托育服务机构的建筑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疫情防控等方

面开展联合检查，先后对未经核验恢复收托的 2 家、超年龄招生

1 家、消防安全隐患 5 家、规避行业监管 1 家等违规托育机构责

令限期整改。三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

对辖区托育机构开展巡回式、拉网式执法检查，对不规范的机构

下达整改通知书 20 份，督促托育机构规范有序经营。同时，属

地镇街切实履行辖区托育机构规范发展和安全监管职责，共同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

（三）搭建“三个平台”，提升服务效能。一是搭建“一站

式”服务平台。将托育机构备案移交行政服务大厅“一站式”办

理，让办托机构“少跑路”。组织相关部门和属地镇街实行“一

站式”上门指导，避免多头检查。开展“一站式”扶持，申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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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预算内投资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资金，组织发改、财政、市

场监管、住建等部门多次对申报单位上门指导、验收，成功为该

机构争取到 150 万元建设经费。二是搭建“专业化”指导平台。

在区妇幼保健院成立渝北区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负责开展

卫生保健评价和督导整改、门诊、宣传等。组织开展业务培训，

提高辖区机构业务能力。渝北区职教中心、联合技工学校开设幼

儿保育专业，培养方向为保育员方向，每年培训约 300 余人次。

三是搭建“立体式”宣传平台。面向全区群众，通过各级媒体宣

传托育政策；面向育龄人群，通过门户网站公示已备案机构，滚

动播放宣传片，印放《重庆市 3 岁以下婴幼儿家庭照护核心信息》

《喂养指南（2022 年版）》等，开设“生命 1000 天”讲座等育

儿课堂、亲子活动，指导辖区群众科学育儿。面向托育机构，通

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利用世界人口日等，为托育机构提

供推介平台，扩大市场。

（四）依托“三种模式”，推进多元发展。一是推进托幼一

体化。近期，区政府分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拟通过四家部门联

合发文，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二是推进社区托育服务发展。

要求全区 11 个城区街道、木耳镇、龙兴镇结合实际情况，通过

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力争建设 520 个托位，满足家庭就近

入托需求。三是探索托育扶持政策。拟于近期建立民办普惠备案

托育机构一次性运营补贴机制，给予规范备案且实际入托人数达

到申报托位数 30%及以上的民办托育机构 5000-7000 元/家的一



— 5 —

次性补贴。同时，对我区已备案托育机构参照“普惠托育”标准，

享受居民类用水、电、气价格。降低机构运行成本，促进市场良

性互动。

三、下步工作打算

托育服务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在法制建设、政策支持、服

务供给、人才队伍、发展环境、监督服务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我们正在逐步加以规范和解决，拟从以下方面进行推进：

（一）强化政策支持。坚持提速扩容增效发展主线，积极争

取中央预算投资倾斜，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在资金、场地、人员

等方面对托幼机构实施补贴与优惠。同时，发挥政府托底保障作

用，为低收入家庭、多子女等家庭提供托幼服务支持或资金补贴。

（二）强化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健全并逐步细化托育机

构准入条件、管理办法、处罚细则、收费指导标准、托育机构安

全保障工作指南等。进一步规范机构名称、地址及从业人员资格

管理。积极推动全市出台普惠性托育机构认定标准和资金补助管

理办法、示范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方案等。同时，明确相关部

门职能职责，引导托育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强化托幼一体化工作落实。明确卫健、教育部门在托

幼一体化工作中的职能职责。制定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管理办法，

幼儿园办托无需单独备案，或使用已有合格证明备案。现有城区

幼儿园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硬件条件、师资等资源提供托育服务，

避免重复投入、资金浪费。新建、扩建的幼儿园，配置一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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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托班，纳入幼儿园设计规划建设，提高入托率。

（四）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构建主体多元、性质多样、

服务灵活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出台示范标准，给予适当的奖

补经费，培育并创成一批管理规范、服务模式可复制的示范单位，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加快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发

展。

（五）加大知识宣传普及程度。加强政策宣传，营造良好氛

围和社会环境，打通信息不对称的最后一公里，增强机构与家长

之间的信任度。加大微信微博公众号等网络新媒体宣传婴幼儿照

护服务政策和科学育儿理念，发布婴幼儿照护信息，提供相关工

作指引，让家庭照护需求及时得到满足，给与婴幼儿家长科学育

儿指导。加强业务培训，于 4 月 26 日-5 月 13 日，开展第一批

区内托育机构育婴师培训，实行符合条件人员免费培训免费考试，

后续将陆续开展多批次专业培训，提高全区队伍专业化水平。

再次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支持、关心和厚爱。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