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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
长效机制若干措施的通知

渝卫发〔2021〕37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

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

202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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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若干措施

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是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守护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广大医务人员践行“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义无反顾

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作出重大贡献。为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激励广大医务人员持续担当作

为，巩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果，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

制的指导意见》（国卫人发〔2021〕13 号）和市委、市政府工

作要求，建立全市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的长效机制，形成全社

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措施：

一、保障工作条件

（一）切实为医务人员（含疾控人员，下同）提供良好的工

作和休息条件。加强职业暴露防护设施建设和防护设备配置，加

大医务人员职业危害及劳动安全卫生防护，做好职业暴露后的应

急处理。完善办公室、值班室和休息室建设，配齐必备的办公用

品和休息必需品，营造有利于医务人员工作的良好环境。

（二）加强生活服务和后勤保障，为医务人员提供良好的休

息场所、基础性疾病药物、卫生用品以及干净、营养、便捷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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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服务，在生活用品方面加强对女性医务人员的关怀。在处置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上下班路程较远且缺乏自驾条件的医务

人员，各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应协调解决通勤问题。

（三）切实做好医疗卫生机构内部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加

强全员培训，全面落实标准预防措施。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落实

防护措施，强化医院感染防控，坚决防止医务人员、患者及家属

之间交叉感染。

（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预判防护物资需求，加

强防护物资储备，加强统筹调配，要重点向防控一线投放使用，

切实保障医务人员防护物资需求。

二、维护身心健康

（五）医疗卫生机构要统筹调配卫生人力资源，结合岗位特

点和工作强度，合理设置工作岗位、配备医务人员，科学安排诊

疗护理班次，形成轮岗轮休梯队，保障医务人员合理休息休假时

间，避免过度劳累。对因身体、心理等原因不适合继续在一线工

作的要及时轮换。

（六）按照规定为医务人员安排带薪年休假，在休假期间享

受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医

务人员休年休假的，经本人同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相应工

资报酬。医疗卫生机构可根据医务人员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

置的时间长短、危重程度等因素，及时为其增加带薪休假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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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带薪休假不含公休和法定节假日，不计入带薪年休假天

数，可在两个年度内使用。工作任务结束后，根据需要组织相关

健康体检和疗养、休养。

（七）为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队伍，按人员比例配

备心理医生，加强医务人员心理干预和疏导；通过热线电话、网

络平台和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及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等线上线下多

种方式，开展医务人员心理健康评估，及时采取心理援助措施，

疏解医务人员心理压力。加强心理健康科普材料制作使用，对医

务人员在内的有关重点人群开展心理科普宣教。

三、落实待遇职称政策

（八）严格落实“两个允许”要求，全面推开公立医院薪酬制

度改革，稳步推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薪酬制度改革，落实完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政策的各项倾斜措施，合理确定并动态

调整医疗卫生机构薪酬水平，注重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

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年末的注册全科

医生人数，按人均 300 元/月追加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当年绩效

工资总量，用于设立全科医生津贴，追加的绩效工资总量实行单

列管理，定向考核分配。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结

合自身实际，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医务人员薪酬等合理待遇。

（九）提高医务人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薪酬待遇。

按照《关于建立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的通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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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部规〔2016〕4 号）规定，及时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严格执

行卫生防疫津贴相关政策，确保应享尽享、有效激励。对公益目

标任务完成好、考核优秀的医疗卫生机构，核增一次性绩效工资

总量。

（十）将医务人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现实表现作为职

称评审的重要内容。医务人员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形成的

专项报告、临床救治情况、病案病例、诊疗方案、流行病学报告、

病理报告等可以作为申报评审高级职称的业绩成果。医务人员在

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

聘。

（十一）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突出的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编制外医务人员，所在单位可按规定予以直接聘用或组织专项

招聘；参加其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

对暂时难以入编的医务人员，鼓励所在单位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对属于劳务派遣用工的，鼓励与其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十二）对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

通知》（人社部函〔2020〕11 号）规定的认定工伤情形的，开

辟工伤认定绿色通道，保障医务人员及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四、加强人文关怀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6 -

（十三）做好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医务人员的家属保

障工作。深入了解医务人员家庭情况，建立台账，分类施策，切

实解决其后顾之忧。尽量不安排双职工的医务人员同时到一线工

作。不安排孕期或哺乳期医务人员到一线工作。对家有老人、孩

子的要统筹安排，尽可能使其兼顾家庭，同时建立社区干部联系

帮扶制度，帮助解决其老幼照护等实际困难。开通医务人员家属

就医绿色通道。对于医务人员子女教育给予更多帮助关爱。各区

县、各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对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务人员

家庭开展走访慰问，定期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

（十四）设立重庆市“守护天使”关心关爱项目，用于帮扶全

市范围内伤（病）残、牺牲、生活困难的医务工作者及其家属，

表彰、奖励救死扶伤先进个人等。

（十五）鼓励和支持各地景点在中国医师节、国际护士节等

节日期间，为医务人员提供参观游览公园、博物馆、展览馆、名

胜古迹等优待政策。

（十六）医疗卫生机构应为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务人

员购买特定人身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放宽保险条款限制、适当扩

展责任范围，开辟理赔绿色通道。鼓励和支持各保险机构在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向医务人员赠送相关保险等。

五、创造安全执业环境

（十七）健全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安全保卫制度，加强安保力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7 -

量建设，主动排查调处化解各类医患矛盾纠纷。加强安全防范能

力建设，完善安防设施、安检设备等，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提升其安全防范意识。

（十八）深入开展“平安医院”建设，做好人防、物防和技防

建设。依托“平安医院”建设活动工作小组，巩固多部门联动的分

工协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对侵害医务

人员人身安全、扰乱医疗机构秩序行为，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平安诊疗环

境。

六、弘扬职业精神

（十九）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大力加强对医务人员职业精

神的宣传力度，注重发掘医务人员先进典型。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及时开展医务人员奖励，对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及时予以表彰。

（二十）做好因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而牺牲殉职人员

的烈士评定和褒扬工作，全面落实好抚恤优待政策，积极开展慰

问、悬挂光荣牌等活动，妥善解决烈士遗属的实际困难。

各区县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统一思想，

牢记使命，务必高度重视医务人员保护关心爱护工作，强化责任

担当，确保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各有关部门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指导，健全工作体制机制，

按照工作职责抓好政策落实，最大限度发挥好政策效能。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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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构作为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政策措施的责任主

体，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细化完善工作措施，对照关心关爱医

务人员各项措施逐条落实，切实保障落实医务人员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