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的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领域重点热点

难点，一口气亮出十项含金量十足的实招硬招。从减轻“入托贵”

负担，到保障“生得好”健康，再到提升“老有依”便利，这份民生礼

包直指百姓心头事，力求让“一老一小”的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

《实施方案》公布后引起网友热议。如何破解“入托难、入托

贵、不放心”难题？优生优育咋保障？为回应百姓期待，6月17日

至18日，记者采访了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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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朋友在生活中若遇到政
务服务、城市管理、公共设施、民生
难题等各方面问题，可通过达州融
媒APP的“问政”栏目留言。

参与问政操作流程：
1.在应用市场下载，或扫描达

州融媒客户端二
维码；

2. 在 达 州 融
媒客户端“问政”
栏目，点击“我要
问政”，即可反映
问题。

到 2027 年全省基本建立“一枢
纽三重点”托育服务网络

问：有年轻父母反映，找托育机构要么
“一位难求”，要么“价格太高”，还担心“质
量安全”。这次《实施方案》提出，要开展普
惠托育服务三年攻坚专项行动，会给老百
姓带来哪些变化？特别是大家最关心的

“有没有位置”“价格能不能降下来”“孩子
能不能放心托”这三个难题，有哪些破解之
道？

答：我们正在抓紧起草普惠托育服务
三年攻坚专项行动方案，聚焦群众反映“入
托难、入托贵、不放心”等问题，重点从以下
三个方面持续用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
普惠托育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扩供给。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
资金，开展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公办托育
服务网络建设，提高公建托位占比。不断
完善用人单位办托支持政策，加快补齐社
区托育服务设施短板，大力发展托幼一体
服务，多渠道增加供给。到 2027 年，以托
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用人单位办托、社
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为重点的托育
服务网络基本建立，切实解决群众“入托
难”的问题。

限价格。制定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收费
政策，明确收费标准，加强监督检查，依法
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出台普惠托
育服务机构认定与补助管理办法，对依法
登记备案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根据实际
入托人数按每人每月 200 元给予补贴，帮
助机构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和服务价格。
到 2027 年，实现全省普惠托位占比达到
60%，切实减轻群众“入托贵”的负担。

提质量。鼓励更多普通高校和职业院
校开设托育服务相关专业，举办托育领域
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开展岗位技能培训，提
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和水平。加强医育结
合，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开
展签约服务，提供健康管理、疾病防控、人
员培训等支持，提高托育服务品质。加强
对托育机构服务管理、人员资质、卫生保健
等方面常态化监管，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
社会监督作用，筑牢安全健康底线。到
2027年，实现全省托育服务机构备案率达
到全国平均水平，切实增强群众“托得好”
的信心。

妇幼健康服务已全面覆盖

问：“生一个健康宝宝”是很多家庭的
共同期盼。《实施方案》提到要提倡优生优
育。四川有哪些保障措施是老百姓能实实
在在享受到的？特别是农村和基层地区的
妇女儿童，如何确保她们也能方便地获得
这些服务？

答：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
石。我省着力完善政策体系，增加服务供
给，提高服务质量，助力优生优育。

健全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截至 2024
年底，全省累计建成妇幼保健机构202家，
其中三级妇幼保健机构达到59家，每个县

（市、区）均有 1家政府举办的妇幼保健机
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不断健全，累计建
成产前诊断机构28家，基本实现市域全覆
盖，产前筛查机构及听力障碍筛查机构县
域覆盖率达到100%。

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实施妇幼保
健机构服务能力保障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27.15亿元，支持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儿童
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提升服务能力，妇幼
保健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床位规
模和服务能力等同步得到了较大发展。全
面保障母婴安全，累计建成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 251 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235
个，2024 年全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
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低至12.05/
10万、3.43‰、5.13‰，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强化妇幼健康公共服务。全面推进
“一站式”婚育综合服务，强化健康教育、婚
检、孕检、叶酸发放及优生指导等服务，婚
检率、孕优检查率、叶酸服用率分别达
94.18%、93.3%、98.04%，每年为百万农村适
龄妇女提供“两癌”免费筛查。2023年起，
将我省出生缺陷发生顺位第一的新生儿先
天性心脏病纳入免费筛查，2024年筛查率
达98.5%。

下一步，我省还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
拓展服务内涵，通过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
好医院建设等工作，为妇女儿童提供全方
位、高质量的疾病预防和医疗保健服务，努
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呵护儿童健康成长。

健全老年健康支撑体系

问：《实施方案》提出优化医疗保障服
务。四川在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推动
老年健康服务扩容提质方面，有哪些已经
见效的做法？未来还会在哪些方面让老人
就医更便利？

答：健康服务扩容提质是解决当下老
年人“急难愁盼”的现实需求，也是为未来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当前，四川坚持关口前移，老年预防保
健做深做实。持续实施老年健康促进专项
行动，做实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每年为不少于 900万名 65岁及以
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创新开
展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截至目前，
累计免费上门服务失能老年人 224 万人
次，经验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推广。

我们也在坚持需求导向，持续扩大老
年健康服务供给。当前，四川深入实施银
龄健康工程，加快推进省、市老年医院和二
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支
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开设安宁疗护病区或
床位，引导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二级及以
下医疗机构转型，开展康复、护理以及医养
结合服务。全省建成老年医院84家、康复
护理机构121家、医养结合机构569家，525
家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
科，368家医疗机构开展安宁疗护服务。

四川也在坚持做优服务，老年人看病
就医更加便利。加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
设，推动医疗机构适老化改造，优化就医服
务流程，落实老年人就医优先、一站式服务
等措施，老年人就医体验进一步改善。

下一步，我们继续以推进卫生健康强
省建设为引领，建立健全老年健康支撑体
系，做实老年预防保健，加强老年健康服务
机构建设，提升老年医疗服务能力，支持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着力打造
一批医养结合示范项目，进一步提升全省
老年人健康获得感。

□四川在线记者 魏冯

托育月补200元/人 3年实现60%普惠托位

四川出“实招”破解“入托难入托贵不放心”

达竹快速通道
明年8月能通车吗？

网友“虫子不会飞”在达州融
媒APP问政频道发帖：我经常从大
竹出发跑达渝高速公路，最近听说
达渝高速公路大竹双马收费站要
搬迁。我想问一下，大竹双马收费
站搬到哪里？大竹双马互通工程
何时能完工？另外，达竹快速通道
明年8月能通车吗？

大竹县交通运输局回复：双马
收费站搬迁是 G65 包茂高速达渝
段大竹双马互通工程的一部分，双
马收费站将搬迁至 G65 包茂高速
公路K1395+687，距离南侧既有双
马互通约 3公里、西侧西达渝高铁
大竹站约 0.8 公里处。目前，G65
包茂高速达渝段大竹双马互通工
程已进场施工，预计2026年完工。

达竹快速通道“G210 大竹县
石河（达川界）至月华段改建工程”
正在开展路基工程建设，预计明年
9月具备通车条件。

达城朝阳东路电动车
充电桩少如何解决？

网 友“memo”在 达 州 融 媒
APP问政频道发帖：通川区原红旗
旅馆至五七师部路段充电桩太少
了，马河沟路口边的充电桩有时还
没通电，这太令人头疼了。我想问
一下，朝阳东路的电动车充电桩少
如何解决？

通川区人民政府西城街道办
事处回复：经现场查验，马河沟路
口充电桩设备运行正常，供电线
路及充电功能均处于可用状态。
若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
随时联系运维人员处理。该路段
周边以老旧居民区、临街商铺为
主，存在停车位紧张、电力管网老
旧、电力负荷受限等实际情况，短
期内难以大规模增设充电桩。下
一步，我办将积极协调城管、住
建、电力等部门，结合周边停车资
源、电力负荷等实际条件，科学规
划充电桩点位，逐步完善该区域
充电设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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