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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熊雅雯）日前，《重
庆市大足区“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印发，《方案》提出，养
老方面，到 2025年，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覆盖城乡、分布均
衡、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养老服务体系
基本建成，要素支撑坚实有力，养老服务
质量显著提升，养老产品更加丰富多元，
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老年人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托育
方面，到2025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规
模适度、覆盖城乡、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托育服务体系，托育服务
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托育服务范围
持续扩大，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明显提
升，育龄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
到进一步满足。

为持续推动“一老一小”事业高质量

发展，大足区养老托育政策不断充实，相
继出台《重庆市大足区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全覆盖实施方案》《重庆市大足区托育
服务示范机构建设工作方案》等多项政
策措施，有力推动养老托育服务发展，取
得了良好效果。

近年来，大足区养老托育服务资源
实现有效供给。养老服务设施保障不
断增强，建成公办、民办养老机构 51家
（其中：公建公营养老机构 14家、公建
民营养老机构 9 家、民办养老机构 28
家），城镇社区养老服务站 100个，各类
养老服务设施 203 处，养老床位 7432
张，每千名老人养老床位 35.1张，实现
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农村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66%。
托育服务机构加快建设，共有托育机构
48家，提供托位 1727个，实际招收 1234

人，利用率 71.45%。其中幼儿园开设托
育班 33家，提供托位 891个，实际招收
873人；社会托育机构 15家（11家已备
案登记），提供托位 836 个，实际招收
361人。

养老托育产业规模持续扩张。养老
产业日益繁荣，围绕“医、养、健、管、游、
食”全产业链，结合龙水湖、玉龙山国家
森林公园、大足石刻文创园等独特的资
源禀赋优势，成功建设环龙水湖复合型
康养示范基地、全国康养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宝顶旅居栖居康养基地，成为大足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康养中心
的坚实保障。托育产业加速发展，完成
区卫生健康委备案的机构11家，备案托
位 641个，“互联网+托育服务”先行先
试，托育服务机构向平台化转型发展，互
联网直播互动式家庭育儿服务积极开

展，托幼一体化发展积极落实，婴幼儿照
护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持续增加。

下一步，大足区将从保基本、促保
障、提质量同步推进，加强“一老一小”
社会保障、维护“一老一小”合法权益、
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织牢织密兜
底性养老托育服务网，扩大普惠养老托
育服务覆盖面，积极培育社会化养老托
育服务；强化居家社区服务，加快推动
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均衡布局，稳步推动
服务能力提质扩容；促进医养康养结
合，拓展养老领域医疗服务功能，增强
老年人健康服务供给，健全医养康养结
合机制；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建立老
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积极发展老年
教育；培育壮大用品和服务产业，强化
养老托育产品供给，培育智慧养老托育
新模式、新业态。

大足区出台“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

构建“一老一小”幸福生活圈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文/图）“供
销社上门服务还安排两辆货车来回收取
存放的废弃农膜。这下终于可以腾出空
地，让蔬菜基地的环境更美了。”昨日，大
足区国梁镇方碑村“奉荃”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张弟全告诉记者。

当天，大足区供销社组织车辆来到国
梁镇，在方碑村蔬菜基地设立农膜临时回
收点，将“奉荃”专业合作社10余吨废弃农
膜回收，直接运送到废弃农膜加工企业。

“进村设立农膜临时回收点，可以方
便群众将废弃农膜换钱，还很环保。”大
足区供销社副主任杨晓说，“以前，废农
膜不好卖，农户只能掩埋或者焚烧，环境
污染很大。废弃农膜若不妥善处理，将

形成农业面源污染，破坏生态环境。”
“废膜回收、变废为宝。”“化害为利、

助农增收。”如今，在大足区各镇街、乡
村，这样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

为了发展循环农业、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大足区供销社结合当前田间地头
废弃农膜多的实际，抓住农膜回收重要
节点，在农膜使用相对集中基地（大户）
增设临时回收点，为回收废弃农膜提供
便利条件。同时还进村入户，加大宣传
力度，不断提升农户知晓度和环保意识，
自觉养成捡拾农膜的良好习惯。

“由于宣传到位，今年农膜回收效果
非常好。”大足区供销社负责人表示，目
前全区已回收农膜275吨。

大足：

上门回收 乡村变了“膜样”

回收废弃农膜回收废弃农膜。。

□ 新渝报记者 侯小梅 文/图

近日，重庆五一劳动奖章名单公布，
大足区龙石小学校长夏应荣名列其中。

“真的很意外，参评的人很多，我觉得自
己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了平凡的
事情。”夏应荣说。

1996年大学毕业后，从小就梦想着成
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夏应荣毅然投身乡村
教育，明德小学、西禅小学、土门小学……
20多年来，夏应荣扎根乡村教育，从一
线教师做起，历经多个岗位锻炼，以优异
的教学成绩赢得了家长的满意和社会的
赞誉，成为了学生们心中的好校长，先后
被大足区教委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

“优秀党务工作者”“第四届教育科研工
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龙石小学始建于1937年，是一所典
型的农村学校。2021年 8月，夏应荣因
业绩突出、业务能力强，被派往龙石小学
担任校长一职。怎么把学校办成一所小
而美、美而精的乡村优质学校，成为了夏
应荣思考的问题。

了解到龙石镇拥有丰富的“石文化”
资源，夏应荣多次前往青山禅院和九龟
山两处风景名胜，在深度挖掘本土文化

的同时，结合乡村教育特点，创设了“青
龙向上，养石成玉”的办学理念，以“读好
书、写好字、做好操、唱好歌、扫好地”的

“五好”教育为抓手，构建诚于心、乐于
知、健于体、厚于美、敏于行的课程体系，
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青龙向上，代表的是一种积极进取
的精神风貌；养石成玉指的是通过教育，
把每一个孩子由原本粗糙的顽石打磨成
温润的玉石。”夏应荣站在学校的文化墙
下告诉记者，“为把办学理念细化落实到
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要求学生
做到‘五好’，每个班级内也开设了评比
栏定期进行评比，让榜样的力量潜移默
化引领学生成长，教学生扣好人生的第
一颗扣子。”

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生命
线，龙石小学着力打造“养石”课堂，让教
育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打造‘养石’课
堂的关键就在于让每个学生动起来，通
过开放式的教学让孩子们在教学过程中
主动发现问题，让课堂充满生机与活
力。”夏应荣告诉记者，“养石”课堂是知
识的合作与共建，课堂上教师组织设计
学习活动，指导学法，鼓励发现；学生畅
所欲言，各抒己见，主动发现问题。师生
平等对话、沟通，互助探究，让课堂变得
朴实、扎实、落实。

此外，夏应荣还高度重视教师业务

培训，一方面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加强教师专业技能提升，另一方面通
过青蓝携手、师徒结对、新老师亮相课等
方式助推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20多年来，夏应荣始终以校为家，
坚守在乡村教育教学的第一线。龙石镇
距离大足城区约30公里，夏应荣每天往
返于两地，一年下来的路程超过 1万公
里，经常是早晨天刚亮就从家里出发，忙
到凌晨才回家。“夏校长在平时的工作中

始终以身作则，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和问
题，他都是一个人冲在最前面的，我们都
以夏校长为指引和榜样。”夏应荣的同事
们这样评价他。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
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我想当好那棵树、那朵云。”这位眼中
有光的乡村校长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办好

“温暖有良知，公平有质量”的人民满意教
育，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连日来，大足区“扫黄打
非”办公室联合大足区委宣传部、大足区公安局、大足
区文化旅游委等单位，开展涉未成年人非法绘本专项
整治，重点对全区校园周边出版物经营单位、文具店和
印刷复印单位进行明察暗访。

此次专项整治以群众关切的问题为重点，整治内
容包括检查是否出售含有宣扬淫秽色情、暴力恐怖、封
建迷信、低俗怪异等内容的“口袋书”、儿童绘本、漫画
书等；检查出版物销售经营场所证照是否齐全、出版物
进货渠道是否正规等；印刷复制企业、打字复印店是否
存在违规承印非法出版物、超范围经营等行为。

目前，已出动执法人员 85人次，检查出版物经营
单位 25家次，检查印刷复制企业 10家次，收缴非法出
版物 10余册，发现无证经营单位 1家，已责令其限期
整改。

通过专项整治，进一步增强了经营业主自觉守
法经营意识，净化了辖区校园周边环境，营造了良好
的社会文化氛围。下一步，大足区“扫黄打非”办公
室将继续以“护苗 2023”专项行动为平台，畅通涉未
成年人有害信息投诉渠道，强化相关成员单位监管
力度，维护出版物市场良好秩序，净化未成年人学习
成长环境。

大足专项整治非法绘本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熊敏秀）构
建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关乎社会稳
定大局。日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
院首次联合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人
民法院召开劳动争议审理工作新闻发
布会。

近年来，劳动争议类纠纷案件呈
逐年递增趋势，为进一步构建和谐的
劳动关系，保障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
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大足、
安岳两地法院持续推进多领域、深层
次的交流合作，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地法
院分别通报了劳动争议类案件的审
理情况、矛盾化解创新举措基本情
况以及 2021—2022年度劳动争议典
型案例。

据介绍，2021年以来，大足区人
民法院共受理各类劳动争议类案件以
及劳务合同纠纷案件 1204 件，审结
1133件，为劳动者追回劳动报酬及其

他各项损失 5744.59万元；安岳县人民
法院共受理各类劳动争议类案件以及
劳务合同纠纷案件 849 件，审结 804
件，为劳动者追回劳动报酬 2956.59
万元。

大足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大足、安岳两地法院首次联合发布
涉劳动争议类纠纷案件办理以及典型
案例意义重大。近年来，两地法院在

涉劳动争议类纠纷案办理中紧扣“六
稳”“六保”，创新发展，切实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寻找劳动关系双方和谐
发展的平衡之道，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下一步，大足、安岳两地法院将在
诉源治理机制协作、诉讼服务协作、执行
联动互助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凝聚
两地法院合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近日，大足区公安局特
警支队联合南门派出所、田家炳中学校开展个人极
端暴力案件警情处置演练，进一步提升处置个人极
端暴力犯罪的组织指挥、快速反应和协调配合能力。

演练模拟情景为：一名男子因个人感情纠纷选择
在学校放学人流量较大时，实施个人极端行为报复社
会。男子在校门口等待学生大规模涌出校门时，被门
卫保安人员发现端倪。保安立即上报并按下紧急报警
按钮、疏散学生群众。男子欲冲进校内实施无差别暴
力行为，被保安用钢叉拦在校外。1分钟后，警方接到
报案派遣的特警和辖区警员赶到现场，通过盾牌钢叉
小组战术将男子控制并带离现场。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处置迅速果断、应对措施得当，收到预期
效果。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通讯员
蒋沛）近日，重庆市大足区铁山中心卫
生院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合义乡卫
生院“联姻”，本着互惠互赢的原则，携
手打造双向转诊、异地结算合作关系，
弥补双方医疗资源空缺，助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我这个肺气肿有30多年了，每次
住院都是铁山医院派车来接我。”家住
合义乡天心沟村的刘先华今年 82岁，
他说，“我们乡卫生院的医疗条件相对
要差一点，我基本都是到铁山卫生院

看病、拿药，也很方便。”
铁山镇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合

义乡相邻，长期以来两地群众互来互往，
人流不断。而合义乡距离安岳县城，有
60余公里车程，很多患者愿意选择到铁
山中心卫生院看病就医。铁山中心卫生
院院长杨秀川介绍，通过落实双向转诊
后，目前，安岳县合义乡、努力乡来院看

病的人数较之前增加了5%左右。
“以前在铁山中心卫生院住院后，

要把费用拿回当地卫生院报账，有时
候还要来回折腾补报账资料，很麻
烦。”家住合义乡的王木良说，现在住
院实现了网上直接结算费用，节约了
很多时间和精力。

“异地医保结算是解决当前老百

姓异地就医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我
们今后很长时期的努力方向。”杨秀川
说，接下来，还将与毗邻合义乡卫生
院、李家镇中心卫生院进一步拓展合
作的深度和广度，比如共同举办健康
教育讲座、联合开展慢病随访等，为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出
应有的贡献。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新院区环境优美，宽敞
明亮，服务态度也非常好！”近日，67岁的大足区龙水
镇居民余文春来到刚搬迁的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新院
区，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成立于 1952年，是集医疗、
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二级综合性医院，承担着龙水镇辖
区11.8万居民及周边乡镇患者的公共卫生、预防保健、
健康教育和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新院区建设
共投资3亿元，现已完成整体搬迁。新院区占地70亩，
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开放床位达450张。设有12个
临床专科、20个职能医技科室。

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配备了导诊平台、智
慧医院平台、网上预约诊疗、床旁智能交互、智能诊疗、
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移动端报告查询、报告自助打印、
自助缴费、便捷支付、一站式结算等智能化医疗服务，
实现医院诊疗信息的电子化，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同时
落实医疗咨询服务、便民门诊、智慧停车、食堂、茶饮
室、母婴室、休息厅、候诊室等便民措施。

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
新院区完成整体搬迁

大足、安岳两地法院首次联合发布劳动争议审理情况

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铁山合义两地卫生院“联姻”

实现双向转诊异地结算

夏应荣：“我在乡村‘养石’二十余载”

夏应荣给学生上课。

大足开展个人极端暴力案件
警情处置演练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熊敏秀）赓续红色血脉，传
承红色基因。5月 4日，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重庆
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智能工程学院党总支在大足
区烈士陵园举行共建红色党建基地签约仪式。

据介绍，大足区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5年，修缮后
占地面积 19508平方米，由陵园大门及浮雕、革命烈
士纪念碑、烈士墓、唐赤英纪念广场、革命历史陈列馆
5部分组成。2019年，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重庆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陵园内安葬着 119名大足解放
初期征粮剿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牺牲的烈士
忠骨。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负责人表示，本次
智能工程学院党总支与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建校
外红色党建基地，是学院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落实思政实践教学的重要举措。

双方表示，将以此次授牌为契机，携手合作，共同
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发挥党建基地宣传、
教育、培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校地合作

共建红色党建基地

5月5日，大足区宝顶镇车家村，村民趁着晴好天
气插秧，实现稻田满栽满插。今年，大足区水稻种植面
积45.01万亩，当地村民抢抓农时，及时开展耕地、插秧
等农业生产工作，田间地头到处一派农忙景象。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立夏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