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生育的女职工，
在国家规定产假
的基础上增加产
假80日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
职工，在产假或者护理假期
满后，经单位批准，夫妻一
方可以休育儿假至子女一
周岁止，或者夫妻双方可以
在子女六周岁前每年各累
计休5至10天育儿假

产假增加天数由30天延长到80天
男方也可享受育儿假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
的女职工，在国家规定
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
30日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
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
产假期满后可连续休假至子
女一周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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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农村厕改“三步走”改出惠民新生活
小厕所连接大民生，厕所问题关系着

农村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近年来，渝北
立足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的城乡大区，以
建成全市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为统领，将
农村改厕工作放在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第一仗的高度，按照“改一户成一户，用
一户好一户”的总思路，全面推动农村改
厕工作，确保把农村改厕这件实事办实、
办好，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截至目前，渝北全区已累计完成户
厕改造39549户，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到92.3%。如今，在这里的广大农村，
随着一个个农村卫生厕所的诞生、一座
座厕所粪污处理设施的建成，以厕所之
变助推乡村振兴，一幅幅山清水秀幸福
美满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渝北具体如何做到？如何以改厕
为抓手最大程度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摸清底数理顺民心
改不改，由村民自己下决定

玉峰山镇玉峰村，青山环绕绿意

满满，山下农家小院林立，雨后弥漫着
青草香，仿佛一个生态园。来到这里，
让人忍不住想放肆呼吸几口新鲜空
气。这是厕所改造工作之后，村里出
现的新面貌。

“其实刚开始实施厕所改造时，
一些群众还是有抵触情绪。村民们
习惯了旱厕，对改厕都抱着观望态
度，积极性不高。”玉峰村相关负责人
介绍，村民们类似“改厕挑粪施肥不
方便”“改了厕所肥力不足”的担忧不
少。直到村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坝坝
会才迎来了改变，通过镇村干部和村
民们集中讨论全村改厕事项，疑惑也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畅所欲言后打消
了。

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在渝北，
农村改厕工作之所以能顺利推开，关
键一点是坚持群众为主体，充分尊重
农民意愿，把决定权交给农民，不搞
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渝北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赢得群众
支持，渝北区各级部门、各乡镇、村居

干部深入村户调查摸底，了解基础条
件，倾听群众意愿，反复向群众宣讲
政策，帮群众分析旱厕污染危害，教
农民算好健康账、经济账。已累计对
涉及改厕的项目镇街农户总数先后
组织开展了5次全覆盖、拉网式摸底
调查，并结合农村实际，基数实行一
年一调整原则，确保了农村改厕对象

“不重不漏”“应改尽改”“愿改尽
改”。

分类施策质量贴心
怎么改，让村民自己做选择

“厕房密闭保温好、卫生不臭无蝇
虫、粪池不渗无害化，老式旱厕改成了
无害化卫生厕所，粪污进入了化粪池
还可综合利用，我们过上了城里人的
生活。”木耳镇石鞋村村民王小燕提起
家里面的新厕所，满意得不得了。

厕所怎么改、改成什么样，王小燕
的点赞标注了渝北农村改厕工作最生
动的注脚。

“既要符合地方实际，也要尊重

农民意愿。”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全面推动农村改厕
工作以来，渝北区充分调查厕改满
意度，创新推广“首村首厕”制，建设
形成示范样板，并编制农村户厕建
设有关标准规范，严把施工培训、施
工质量、施工验收“三关”，以首厕过
关带动每厕过关，确保改一个、成一
个、带一片，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

“样板在前，自己看，学着干，怎
么改，改成什么样，全由村民自己做
选择。”据该负责人介绍，在充分尊重
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渝北区坚持推进
分类实施，探索适合不同类型地区的
改厕模式，推广同类型地区的改厕模
式，针对特殊地区采取特殊办法，保
障工作顺利推进的同时，做到让农民
满意。

其中针对未修建厕所的农户，根
据农户自愿申请、村民小组（社）会议
或村民小组（社）代表会议讨论、公示、
施工、验收等程序，做到愿改尽改、能

改尽改；对已有卫生厕所的农户，农户
有改造意愿、场地有改造条件的，则鼓
励改造升级为无害化卫生厕所……分
析归类、对号入座、全面推开，做到让
群众满意。

建管并重群众放心
如何管，以村民参与为主体

“一开始，我们也担心改厕是不是
搞‘花架子’，只中看不中用。后来，从
厕所图纸的设计、工程实施，再到日常
管护，我自己全程参与后，真正感受到
党和政府把这件实事给办实了。”大盛
镇顺龙村村民魏庆学笑着说，新改建
的厕所用20年没问题。

这样的信心来源于全程参与，
更得益于完善的后期管护机制建
立。

建好厕所是一方面，后期的维护
管理更关键。渝北区对此早就有充
分的认识。“出了问题谁来管、厕所
坏了谁来修、日常保洁谁来做等群
众关心的问题解决与否，关乎农村

改厕成败。”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只有打消了群众的顾
虑，农村改厕才能得到群众支持。
为此，渝北区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
则，以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为
主体，建立起一套有制度、有标准、
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管护长效
机制。

同时，在此基础上，渝北区进一步
畅通户厕管护群众反馈问题受理渠
道，对新建和升级改造的农村户厕全
面运用农村户厕改造数字化监测系
统，村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能实时提
交管护需求，镇或村指定机构立即响
应，及时上门，按需提供清掏、疏通、换
件等日常管护服务，24小时内办结，
24小时不能办结的自动转入问题厕
所整改流程，基本满足全户厕、全时
段、全问题覆盖的精准管护要求，确保
出了问题有人管、厕所坏了有人修、日
常保洁有人做，真正做到既建得好，更
管得好、用得好。

刘钦 龙搏 李伟

小厕所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改出
栏目主办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本报记者 颜若雯 实习生 廖秀梅

修改后的《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将给市民生活带来
哪些变化？哪些女职工可以享受增加的
80天产假？哪些男职工可以享受20天护
理假？12月6日，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委、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对《条例》
进行了解读。

此前，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重庆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重庆市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该决定自今年11
月25日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市行政区域内都适用规定，
与女职工本人户籍所在地无关

修改前的《条例》规定，“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生育的女职工，在国家规定产假的
基础上增加产假30日”，而修改后的《条
例》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
工，在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80
日”。也就是说，重庆增加的产假天数由
之前的30天延长到了80天。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有关负责人
解读，《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
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及其女职工，适用本
规定”。

因此，这里的“女职工”指的就是本市
行政区域内上述用人单位的女职工，“本
市行政区域内上述用人单位的女职工都
适用这条规定，与女职工本人的户籍所在
地没有关系”。

仍然处于国家规定的产假休假
期间的女职工，增加80天产假

享受增加80天产假的时间节点方
面，经与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市司法
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医保局等单位共同研究认为，决
定新增加的产假是在国家规定的产假基
础上新增的，时间节点不应该仅以生育时
间为标准，还应该以国家规定的产假的假
期为标准。这样理解既符合立法原意，也
有利于在合法范围内让最多女职工享受
到新增的产假。

因此，11月25日（含25日）决定生效
当日，仍然处于国家规定的产假休假期间
的女职工可以增加80天产假。

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
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
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
假15天。

按照这条规定，结合对时间节点的计
算标准，用人单位和女职工可以自行计
算。

尚处于护理假休假期间的男职
工也可享受20天护理假

修改前的《条例》规定，“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工产假期间，男方
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护理假15日，护理假
期间享受在岗职工同等待遇”。修改后
的《条例》将男方护理假期限延长至20
天。

需要注意的是，产假、护理假的假期
包括公休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原则上应
当连续使用（单位同意的除外）。

修改后的《条例》自2021年11月25
日施行，即：从11月 25日起（含 25 日当
天），尚处于护理假休假期间的男职工可
以享受护理假20天；在11月 25日前已
经休完护理假的男职工，按照修改前的
《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执
行。

依法领养子女的夫妻，同样可
以享受育儿假

修改前的《条例》已有关于育儿假的
规定，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
工，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产假期满后可
连续休假至子女一周岁止”。

修改后的《条例》规定，“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生育的职工，在产假或者护理假期满
后，经单位批准，夫妻一方可以休育儿假至
子女一周岁止，或者夫妻双方可以在子女
六周岁前每年各累计休5至10天育儿假”。

这意味着，男方也可以享受育儿假
了。

“要注意，这两种育儿假是由生育家
庭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享受，不能同时享受。”市卫生健康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育儿假不受行业限制，只要
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工作的
职工均可以依法享受。

选择休至子女一周岁止的育儿假，需
经单位批准，夫妻任意一方都可以享受，
但不能双方同时享受，女方从产假、男方
从护理假期满后起，按照自然日计算，休
至子女一周岁生日止。

选择休夫妻双方每年各累计5至10

天育儿假的，同样需经单位批准，且在子
女年满六周岁前享受。

依法领养子女的夫妻，只要其养子女年
龄未满六周岁，同样可以依法享受育儿假。

取消再生育审批制度，实行生
育登记服务制度

修改后的《条例》还规定：本市实行生
育登记服务制度。这意味着，从2021年
11月25日起，我市取消再生育审批制度，
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

生育登记服务制度主要目的是加强
人口监测，提高优生优育服务，发挥登记
信息引导作用，动态掌握群众的生育状况
以及服务需求，及时提供生育咨询指导、
基本公共卫生等服务。

群众在子女出生前应进行生育登记
（含再生育登记），因特殊情况子女出生前
未进行登记的，应在小孩出生后及时补办
登记。

目前共有线上网络登记、线下现场登
记、委托代办3种登记方式。线上登记可通
过重庆市政务一体化平台“渝快办”办理。
线下现场登记需要到夫妻一方户籍地或者
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办理。当事人如果
无法亲自办理的，可委托他人代办。

女方产假增加80天 男方护理假增至20天
相关部门解读《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变化，仍处国家规定产假

休假期间的女职工可享产假新规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 李珩）
重庆市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标准近日公布。重庆日报记者
12月6日从市税务局获悉，参保人可通
过重庆市电子税务局、支付宝、微信、
渝快办、重庆农商行App线上办理，也
可前往办税服务厅、当地社保所（公共
服务中心）、所在社区村组等场所线下
办理。

据了解，我市城乡居民参加居民医保
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每人每年320元、二
档每人每年695元；在渝高校大学生参加
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学年度居民医
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每人每年280元，
二档每人每年655元。

在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

作中，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
高30元，达到每人每年580元。与此同
时，我市实施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居民医保
缴费资助，优化调整脱贫人口医疗救助资
助参保政策。大病保险继续实施对特困
人员、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倾斜支付
政策。

据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2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
收期从即日起至 2022 年 2月 28日，在
集中征收期内参保并完成缴费的参保
人，可从 2022 年 1月 1日起享受待遇；
对在 2022 年 3月 1日之后参保并完成
缴费的参保人，从其完清费用之日起满
90日后享受居民医保待遇至2022年12
月31日。值得注意的是，因税务部门年

底将对社保费信息系统进行升级，2021
年12月25日零时至2021年12月31日
24 时，暂停办理城乡居民医保征缴业
务。

为方便参保人员缴费，重庆税务部门
提供了“线上+线下”多种缴费渠道。线
上渠道以微信为例，参保人通过“重庆税
务”微信公众号就能完成缴费。线上缴费
渠道还提供代办功能，不方便操作的市民
可委托亲友代办。

税务部门特别提醒，首次参保的一
般城乡居民（含新生儿）要先在社保部门
完成参保登记，再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
行选档缴费。在渝高校大学生除由学校
统一组织缴费外，也可通过线上渠道自
助办理。

2022年度重庆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
■集中征收期从即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
■城乡居民医保一档每人每年320元、二档每人每年695元

进入“重庆税务”微信公众号

选择“网上办税”-“居民社保”

注册或登录后
点击“居民社保缴费办理”

按提示填报核对信息

在“重庆税务”微信公众号上

如何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用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6日，市
医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印发了《关于扩大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按照《意见》，在大渡口区、巴
南区、垫江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试点的基
础上，从2022年1月1日起，我市将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扩大到全市所有区县。

适用范围
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群起步

据了解，为进一步健全我市更加公平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重度失能人
员生活品质，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此次我
市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区县，试点期间
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
保”）参保人群起步，将我市职工医保参保
人员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重点解
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保障需求，优先
保障其中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重度残
疾人。

据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长
期护理保险实行参保人员终身缴费制。按
国家有关要求，试点期间的基金筹集、职工
参保人员以单位和个人缴费为主，单位和
个人按同比例分担；单位缴费部分从医保
基金中划拨，不增加单位负担；个人缴费部
分从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中代扣
代缴。

具体来讲，在职职工，单位、个人缴费
部分均以个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为基数，
分别按每人每月0.1%的费率筹集。

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以
上年度全市在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平
均缴费基数为基数，按每人每月0.2%的费
率筹集。参加职工医保一档的，由个人在
按年缴纳医保费时同步一次性缴纳；参加
职工医保二档的，每月从其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账户中代扣代缴。

正常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人员，以
上年度全市在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平
均缴费基数为基数，按每人每月0.2%的费
率筹集。其中医保基金承担0.1%，按月从
医保基金中划拨；个人承担0.1%，享受以
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一档退休待遇的，
在按年缴纳职工大额医保费时同步一次性
缴纳；其他人员按月从其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中代扣代缴。

后两类人员每年具体筹资缴费标准由
市医保局测算后及时公布，2022年其缴费
标准为122元/年·人。

享受条件
达到失能评估标准，且满足缴费年限

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可
根据其失能状况、护理需求和家庭情况，自愿在3种服务方式中选择：
一是居家个人护理。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选择居家，由本人或
监护人指定的个体服务人员，在委托承办机构的管理和指导下，提供
符合政策规定的护理服务。待遇标准为40元/日·人。

二是居家上门护理。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选择居家，由本
人或监护人指定的长护护理机构上门提供符合政策规定的护理服
务。待遇标准为50元/日·人。

三是机构集中护理。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选择入住由本
人或监护人指定的长护护理机构，由长护护理机构集中提供符合政策
规定的护理服务。待遇标准为50元/日·人。

怎样才能享受长期护理保险？首先要达到我市制定的失能评估
标准，然后看其职工医保累计缴费是否满1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满
15年的，从评估结论下达的次月起开始享受待遇；未满15年的，从补
足保险费（按评估结论作出时当年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的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标准乘以不足年限的方式一次性补足）的次月起
开始享受待遇。

如何申请
需同时满足4个条件

按照《意见》，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申请失能等级评估需同
时满足以下4个条件：申请时参保人应有含申请当月前连续参加我
市职工医保24个月（含）以上的参保缴费记录（含视同缴费年限，正常
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人员不受此限）；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
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含）以上；自行评估达到我市失能评估管理
办法要求的等级；距离上一次结论出具日期6个月（含）以上。

参保人可向委托承办机构提出申请，被受理后由参保人指定一
家符合条件的失能评估机构对其失能状况进行评估。失能评估费为
300元/人·次，试点阶段暂从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中列支，不由参保人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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