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农村改厕

实施农村改厕 2000 户。
年度计划投资400万元。

6 实施镇街农贸市场改造项目

实施8个镇街的农贸市场改造，对破损大棚、场内
设施进行更新，根据经营户数量合理建设新摊位，规范
菜市场各类商品处理区。年度计划投资825万元。

7 实施大足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改造老旧小区65个，建筑面积92.61万㎡，建
筑住宅437栋，惠及居民8903户。年度计划投资
3.34亿元。

8 完成昌州高中和双桥中学高中部建设

一是完成昌州高中校舍总建筑面积
11.38万㎡的建设和装饰装修，新增4000个
高中学位；二是完成双桥中学高中部校舍总
建筑面积5万㎡的建设，新增2000个高中
学位。年度计划投资6亿元。

9 重庆市大足优抚医院建设

实施优抚医院建设项目附属及配套设施工
程，总装修面积24984.78㎡，其中：地上装修建
筑面积17593.92㎡，地上建筑包括门厅、检查、
康复、办公室、病房和屋顶机房；地下装修建筑
面积7390.86㎡，地下建筑包括车库及设备房等
附属设施。年度计划投资5400万元。

10 实施大足区森林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

一是为巴岳山沿山镇街及国有林场购置安装火情综合监
测站设备24套；二是以水灭火保障系统增设森林消防水池32
口，蓄水池21个；三是新建森林防火检查站17座；四是新建智
能防火卡口62个，其中市电供电型22个、太阳能供电型40
个；五是修建生物阻隔带20.58km；六是修建防火专业队训练
场1处；七是补充防火物资。年度计划投资1595万元。

1 新（改）建农村公路

新（改）建“四好农村路”100km，主
要涉及22个镇街，包含路基、涵洞、路面
等工程内容，达到四级公路建设标准，建
成3.5m至5m宽的沥青混凝土或水泥混
凝土路面。年度计划投资9000万元。

2 实施农房整治提升工程

对龙岗街道老家观音岩、
龙岗下道口、大安园区涉及铁
山镇、高升镇周边1500户农村
旧房进行整治提升。年度计划
投资4000万元。

3 大足区高标准农田建设

新建高标准农田 11万
亩，建设范围包括 34 个村
(社区）。年度计划投资1.05
亿元。

4 实施农村抗旱供水工程

建设蓄水池6口，整治山坪塘4口、石河
堰4处；建设抗旱提灌设施15处，配套灌溉供
水管网33.5km，为17个农村自来水厂配套
83.7km供水管网和14处增压水泵，采购一
批抗旱物资。年度计划投资2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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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提 代表定 政府办 人大评

大足区级人代会首次票决民生实事
新渝报讯（记者 陈龙）2月10日上午，

在大足区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
议上，由 311名人大代表票决的大足区

2023年十大民生实事项目正式公布。
这是大足区首次在区级层面实

行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
项目，也是大足区以

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

生动

实践，真正实现了让“民声”决定“民生”。
票决出的项目有：新（改）建农村公

路、实施农村抗旱供水工程、实施大足区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昌州高中和双桥
中学高中部建设、大足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实施镇街农贸市场改造项目、农村改
厕、实施农房整治提升工程、大足区森林
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大足优
抚医院建设。

“这 10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12.7亿
元，涵盖出行、上学、就医等多领域，契合
大足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顺应人民高

品质生活期盼。”大足区发改委主

任汤伟告诉记者，大足区发改委将言必
信，行必果，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兑现庄
严承诺。

“以人大代表票决的方式确定年度区
级民生实事项目，将政府办的和群众盼的
紧密结合，推动民生实事从‘为民作主’到

‘由民作主’，既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关心的
身边事，又激发了代表履职积极性。”大足
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票决
出的民生实事项目，大足区人大常委会将
把实施情况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计划，运
用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专题询问、组
织代表视察和专题调研等形式，全过程

监督项目实施情况，加快推动项目建成
见效，力促民生实事项目办得更实、更
好，群众更满意。

据了解，2022年9月，大足区按照“从
民需出发、分类别列举、当年见实效”的总
体思路，发布了 2023年民生实事征集公
告，面向辖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广大
人民群众、社会各界人士等进行广泛征
集。同时，还结合大足区重点民生工作开
展走访调研，最终征集到各类民生实事的
建议 50余件。经过大足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和大足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报请大足区委常委会和大足区人大常委会

会议研究和审议后，确定了13件候选民生
实事，并提交大足区人民代表大会差额投
票决定 10件，由大足区人民政府组织实
施，并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监督评价。

“到了年底，我们还将针对这些民生项
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如果代表
们不满意，我们将一直跟踪评议。”大足区
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13个
候选民生实事中票决出10个，这
个新的形式正是体现政府
坚持民生优先、问政
于民的决策
导向。

2月10日，在大足区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一项新议程成为了会议亮点——由
311名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票决出的2023
年大足区十大民生实事，这也是大足区首
次在区级人代会上票决民生实事。这种

“群众选、政府办、代表定、人大评”的模式，
彰显了政府坚持民生优先的为民情怀和决
策方向。

这种群众“点菜”，政府实施民生实事
的制度，是群众路线的真实写照，符合为政
之道。为了确保民生实事的票决顺利实
施，大足区人民政府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各镇街、部门等层面广泛开展征集，搜集
群众最关注的民生项目。经过一阶段时间
的征集、筛选，确定了新（改）建农村公路、

实施农村抗旱供水工程、实施大足区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昌州高中和双桥中学
高中部建设、大足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
镇街农贸市场改造项目、农村改厕、实施农
房整治提升工程、大足区森林火灾高风险
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大足优抚医院建设
等，提交大足区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由代表
们票决。这一制度的实施，实现了从“为民
做主”变成了“让民做主”。

民生实事都是与百姓民生相关的事。
怎么解决民生难题，群众最有发言权。一
些地方的民生工程因为不事先征集民意，
遭到百姓和舆论质疑从而陷入困局。这样
的例子不在少数。

近年来，大足区各镇在办民生实事过

程中让市民“点菜”，不仅使政府行为更加
有的放矢、精准发力，而且也是对群众真实
意愿的尊重，让群众多了一分参与感，多了
一些话语权，将更有利于民生实事项目的推
进。从更高层面看，政府在越来越多的公共
决策上向群众征求意见建议，已经成为新时
代的基本要求。为此，政府不仅要善于听取
民意、分析民意、顺应民意，还要建立起决策
与民意互动的有机融合机制，并在互动中引
导、消化民意，真正让“民声”变成“民生”。

很显然，民生实事要真正造福百姓，赢
得民心，应该做到民众参与、民众监督，努
力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民生项目无
论是从规划、论证、建设还是验收，民众都
不能置身事外。所以，要让民生实事得民

心，就是要把监督权、评判权交给群众，通
过各种手段充分征求民众意见建议，充分
尊重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诉求，真正了解
民众最需要什么、最想要得到什么，有什么
建议，这样，才有助于科学决策，激发更多
智慧，让民生实事更顺民心、更合民意。

因此，票决民生实事，以民意为基础办
实事，值得点赞。政府将今年要办的民生
实事公布出来，说明政府不仅注重民生事
项的数量，还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确保每
一件民生实事保质保量而不“缩水”、每一
项民生工程的快速落实不偏离民生轨道。
民生实事就是一个民心问题，只有把实事
办好、好事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才能成
为民心工程。

票决民生实事彰显为民情怀
□ 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