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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我委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

如下：

一、2022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一）抓实干部职工学习培训

一是开展线下培训。执法支队严格执行“每月一法”学习制

度，领导班子带头学法，利用支委会、行政办公会、中心组学习

会、职工大会、大队（科室）会议、视频培训会、不定期抽考、

邀请专家讲座等方式，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党内法律法规、行

政处罚法、卫生健康领域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学习培训及考试 49

场次，法律法规集中考试 1 次，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法律素养。

二是抓好线上培训。组织全体执法人员参加国家、市、区线上线

下执法培训，参学率、考试合格率 100%。三是强化协管人员培

训。组织全区协管人员 83 人开展业务知识培训 2 次，现场答疑

解惑，营造了浓厚的学法氛围，极大地提升了干部的法治素养。

（二）全覆盖、多形式，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一是宣传形式多样化。充分利用 LED 屏、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QQ 群等宣传平台，面向群众、被监督单位广泛宣传习近

平法治思想、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疫情防控知识、以案释法

等内容。截至目前，利用 LED 屏宣传 20 余次，通过 QQ 群、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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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群向监督对象推送、转发信息 100余条次，微信公众号开展以

案释法宣传 6 期，切实增强了广大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意识。

二是突出重要时机及群众需求。结合“3·5”志愿服务、职

业病防治宣传周等契机，深入街道、社区、乡村为群众送法上门、

送健康知识入户，同时通过开展“健康讲堂”、发放宣传资料、

现场咨询答疑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普及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及相关

知识。2022 年共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3 次，出动宣传人员 40 余人

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800 余人次。

三是“点对点”宣传。充分利用卫生监督工作特点，将日常

监督与普法宣传相结合，在监督检查中，直接面向被监督对象点

对点进行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宣讲，现场为被监督对象答疑解惑，

增进普法宣传实效。

四是开展专题培训。结合工作实际和专业特点，分专业、分

类别对医疗机构、职业卫生用人单位、托育机构等进行卫生健康

法律法规专题培训 5 场次，参训 1300 余人次，进一步增强了企

业学法知法守法、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意识。

（三）抓实监督执法，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2022 年共监督检查各类被监督单位 8641 户次，监督覆盖率

达 98.76%，检查情况按要求在区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上进行公

示；查处案件 323 件，罚款 929150 元，没收违法所得 14615 元，

处罚信息按要求录入“信用重庆”平台进行公示；开展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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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夯实执法基础，提升执法办案能力

一是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自 2021 年荣获重庆市首批规

范化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称号以来，以打造主城区规范化卫生

健康执法机构标杆为目标，强调管理制度化、行为规范化，不断

完善制度建设，夯实执法基础，陆续完善了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易发违法行为重点领域研判制度、防范杜绝执法缺陷与警示教育

制度等、稽查制度等。通过全面梳理，形成了综合管理、党务管

理、行政执法三大类制度体系

疫情防控、医疗废物、职业健康监护等专项监督执法检查 11项，

监督 4015 户次；“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单位 445 家，任务

完成率、完结率均达 100%，查处案件 70件，罚款 18600元，监

督情况全部通过“信用重庆”等进行公示。全年完成西洽会、摩

博会、市两会、中高考等重大活动卫生安全保障工作，切实保护

群众健康安全。

。

二是严格落实“三项制度”。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及时对外

公示；加强执法全过程记录，确保一线执法人员每人一台执法记

录仪，执法视频存储于专用数据采集站；成立了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小组，对所有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独立开展法制审核，

2022 年法制审核 266 件一般程序案件，有效提升了办案质量。

全年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

三是扎实开展案卷评查。全年开展案件评查 3 次，随机抽评

案卷 50 件，均及时整改落实到位。针对执法实践中的典型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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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规范、调查手段、短板弱点等进行针对性讨论交流，为执法

办案提供经验参考。充分发挥执法能手引领作用，以“重庆市中

医药监督执法专家库成员”徐代忠支队长、“2022 年重庆市卫生

健康‘办案能手’和‘中医药执法办案能手’宁宝杨大队长为代

表，带动支队办案能力迈上新台阶。

四是信息化执法全过程覆盖。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导具体抓、专人负责、人人使用，强化“重庆市卫生健康执法监

管服务平台”全专业、全过程应用，不断提升监督执法及时性、

准确性、规范性。充分利用近年新购置的 66万元移动执法终端、

快检设备等信息化执法设备，大力培训提高设备使用能力，实现

了各专业移动执法 100%应用，现场执法更规范。

（五）创新执法方式，优化服务助企纾困

为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民生，巧用“加减乘除”

法，为企业发展助力。一是服务企业勤做“加法”。实施“一企

一策”，为 2000 余家企业提供卫生指导服务，帮助解决问题、排

查隐患 400 余条。组织开展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专题培训 5 场次，

参训 1300 余人次，企业依法经营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领导班

子深入一线调研，有效解决乡镇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小产权房办理

营业执照难、游泳场所多部门联合监管难等问题。二是监督执法

多做“减法”。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减少监督检查频次，并

积极主动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抄送违法线索、开展联

合执法，做到“一次抽查，全面体检”，有效减轻企业负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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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行柔性执法，充分运用说服教育、约谈指导、限期整改等方

式开展执法工作，执法效果显著提升。三是监管方式广做“乘法”。

大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建立“两库一单”，实行

动态监管；清理“僵尸企业”，实现“腾笼换鸟”，增强市场活力；

建立健全企业“红黑名单”，震慑违法行为，引导企业诚信经营。

四是作风建设严做“除法”。开展作风大整顿专项行动，通过上

门走访、电话回访、基层调研、“每月一查”等方式，下沉、前

移监督关口，多渠道、全方位了解党员干部工作作风及群众对监

督执法工作的意见、建议。全年发放《温馨服务卡》2000 余张、

装有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表的信封 18份，电话回访 282 家单位，

上门走访 68 家单位，均未发现违规违纪问题。

二、存在问题

存在问题：一是执法力量不足。目前，我区监督管理对象户

数位居全市第一，还要负责两江新区的监督执法，范围广、任务

重。同时，近年来只退休未新招，导致空编 10 人，监督人员短

缺问题更加突出。二是行政处罚难度较大。受疫情等影响，辖区

企业关停并转较多，经营困难，面对行政处罚甚至无力缴纳罚款，

导致行政处罚难度较大。

三、2023 年工作打算

一是争取有关部门支持，通过公招、遴选等方式强化队伍配

置，优化队伍结构。强化学习培训，提升干部职工综合素养，打

造多岗位复合型业务能手。二是跟紧时代步伐，不断创新执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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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优化执法手段，积极推行首违不罚、柔性执法等举措，助力

企业缓解经营压力，全力保障人民健康安全与经济发展。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