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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渝北卫健函〔2025〕73 号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区政协十六届四次会议第 240 号提案

的复函

尊敬的雷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动渝北区健康家庭建设的建议》（第

240 号）已收悉，感谢您对渝北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对

您的提案我委高度重视，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并组织会议专题研

究和布置。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近一年来，我委认真贯彻国家和市级有关精神，积极围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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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健康家庭建设工作的通知》（渝卫发〔2024〕

36 号）要求，进一步优化服务，在环境卫生、公共卫生、疾病

防控、家庭健康等方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市民健康，持续提升

群众健康获得感和满意度。

（一）深化健康认识，蹄疾步稳做好健康家庭建设。一是扎

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及时印发《关于开展健康家庭建设试点工

作的通知》和《关于深入开展健康乡镇等健康细胞建设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对 2023 年至 2025 年各类健康细胞建设目标提出规

划，并持续推进健康家庭建设。截至目前，累计创建健康镇街

15 个、健康机关建设数量达 68 家、健康促进医院 30 家、健康

学校建设数量达 340 所，全区健康村（社区）数量达 178 个，

健康企业建设数量 15 家。二是持续推进健康家庭建设评审工作。

由区卫生健康委牵头，全面协调区城市管理局、区妇联等部门和

相关镇街，结合卫生城市常态化管理、健康城市建设，健康支持

性环境建设等开展健康家庭建设评审工作。近年来，全区申报评

审的健康家庭达 7000 户，符合条件并通过评审的健康家庭为

3345 个。三是开展健康科普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类宣传渠道，

广泛宣传健康家庭建设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去年以来，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健康知识讲座等健康家庭主题活动 250 余次。

累计在渝北时报、渝北电视台和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累计刊载、

播放、科普健康知识 1500 余条（次）。制作健康宣传短视频 18

部，传播健康材料 20 种 11 万份。四是建立一批家庭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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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队伍。在市级的统一培训和指导下，全区建立 390 名家庭

健康指导员队伍，市级、区级层面开展业务培训指导 3 次，累计

培训健康家庭服务指导员 800 余人次，保障辖区群众家庭健康咨

询、应急处理等服务需求。

（二）优化公卫服务，紧抓不放开展疾病防控工作。一是强

化重大疾病防控。持续加强重大传染病处置，全年传染病处置及

时响应率达 99.47%，全区无危急重症及死亡病例出现。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规律服药率增至 94.15%，未发生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

事肇祸事件。二是全力做好慢病管理。结合健康中国行动开展全

人群死因等监测，目前我区全人群死因监测年报告为 474/10 万，

新发肿瘤、心脑血管、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年报告同比下降。

三是强化预防接种工作。去年，完成适龄妇女“两癌”筛查 1.77

万例，适龄女生 HPV 疫苗累计接种 2.07 万剂。全面完成“愿接

尽接”。四是做好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工作。持续推进艾滋病防

治宣传、综合治理、高危人群干预、监测和治疗、高校防治等五

大领域的常规项目工作，努力打造互联网+综合防治、分子传播

网络创新工作，形成有本区特色的创新模式。落实肺结核患者健

康管理，截至目前病例管理率 100%，规范管理率 97.69%，规则

服药率 97.17%。

（三）关爱一老一小，真情关怀提升为民服务质量。一是扩

大托育服务供给。出台一系列具有“渝北特色”普惠托育支持政

策，扎实推动区级托育综合指导中心、医育融合、社区办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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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一体化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备案托育机构 144 家，托位数

7076 个，同比增幅达 15%，每千人托位数 4.53 个（今年每千人

口托位数指标为 4.5，超额完成市级指标任务），托育机构普惠率

达 95.83%。二是持续加大科普育儿知识宣传。通过各级媒体宣传

托育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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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照护服务文件汇编（2024 版）》

等，开设“生命 1000 天”“安全孕科学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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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每月开展“托育开放日”活动，开展“宝宝运动

会”，扩大托育服务社会知晓率和参与度。三是开展关爱老年人

服务。深化医养结合示范区创建成效，区人民医院、悦来老年康

养中心荣获重庆市第一批智慧养老应用试点示范机构。区中医院

申报全市首批老年医院。免费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

服务 21.2 万人次，为 14 余万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健康体

检。

（四）突出惠民有感，精准施策做好惠民利民服务。一是重

点帮扶计生特殊家庭。持续开展“送温暖”、“暖心行动”等活动；

每年在重要传统节日、纪念日期间召开计生特殊家庭“片区联谊

会”，组织重医附一院、陆军第三军医大学、市精神卫生中心、

专业律师事务所等单位专家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心理疏导、法律

援助、走访慰问等活动 30 余场次；与重庆师范大学合作开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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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偶”项目，建立特殊家庭“一对一”心理疏导慰藉；通过“暖

心家园”平台，联合委属医疗机构和悦来康养中心，适时开展不

同主题的心理慰藉和读书分享会等活动 20 余场次，让计生特殊

家庭感受到专业心理疏导和亲人般关怀。二是抓实医防融合。推

进家庭医生进网格，与 2149 个网格工作队伍线上线下双向融合，

在龙塔、双龙湖、仙桃、双凤桥、龙兴等 5 个镇街试点开设家医

网格服务阵地“家医微诊室”。创新实施“医疗反哺心连心，家

医有约面对面”渝北健康之声直播，累计直播 140 期，观看人

数超 40 万余人次。三是持续开展应急救护。建成投用全市主城

区首座无偿献血屋，投入 50 万元实施“博爱家园”助力乡村振

兴项目，在仙桃街道打造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开展应急救护普及

培训 3.1 万人次，持证救护员培训 1100 名，培养专业救护人员，

提高全民自救互救能力。

二、存在问题

（一）家庭健康服务指导项目资金支持不足，可持续不够。

家庭健康指导服务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健康工程，涉及面广、内

容较多，目前，有关健康家庭服务资金项目大多为公共卫生、爱

国卫生等项目资金，而公共卫生等项目资金有严格资金使用要求，

无多余资金支持家庭健康指导专项服务。因此，家庭健康服务缺

乏专项资金保障，家庭健康指导服务可持续不强。

（二）家庭健康服务指导队伍力量薄弱。当前，尽管建立了

区级-镇街-村居三级家庭健康服务指导员队伍，但更多属于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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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人员，缺乏专职宣传队伍，工作力量较为薄弱。

三、下步工作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继续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加强健康家庭

建设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居民的认识和参与度。二是完善工作

机制。进一步完善健康家庭建设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加

强协调配合，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加强

对各镇街健康家庭建设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发现问题并督

促整改，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四是推广典型经验。积极总结和推

广健康家庭建设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

区健康家庭建设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再次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支持、关心和厚爱。

联系人：石兵，联系电话：023-67189722、67801058。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 年 4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