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9 日，大足区三驱镇水星
村，医务人员正在为村民量血压。
连日来，大足区人民医院组织医疗
志愿者队，开展夏季义诊服务活动，
走上街头或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患病
群众提供诊疗和健康咨询服务，让
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诊疗服务。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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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文昌社区7组54号苏长菊（身份证号：510230197108277409）
遗失其残疾证（编号：51023019710827740962），特此声明。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实习生
徐语晗）日前，由大足区残联举办
的 2023年残疾人技能技术培训
班分别在三驱镇、中敖镇开班。

此次培训分为集中培训和分
散培训，分四期对 310名残疾人
进行“精油按摩”或“农村实用技
术”等培训。本次培训依托大足
区鸿曦职业培训学校、大足区正

创职业培训学校两家培训机构实
施。大足区残联还将为参加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发放 500
只种鸡苗。

培训前，大足区残联相关人
士介绍了中央和地方制定的残疾
人就业创业等惠残政策，以及近
几年大足残联就相关政策的落实
情况。

下一步，大足区残联将以促
进残疾人就业创业为宗旨，坚持
需求导向，依托有资质的培训机
构和当地有示范作用的农业园
区、能人大户等开展培训工作。
同时，充分发挥农村残疾人就业
帮扶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利用
其设施设备生产资料，开展实施
培训帮扶工作。

大足310名残疾人参加技能技术培训

自去年7月以来，大足区降雨
量较少，全区水库蓄水量不到应
蓄水量的 40%，鉴于后续降雨的
不确定性，为应对此次旱情挑战，
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特向全区人民发出倡议：

一、做节约用水的实践者。
按需取用饮用水，带走未尽瓶装
水；洗漱间隙关闭水龙头，合理控
制水量和时间；洗衣机清洗衣服
宜集中，小件少量物品宜手洗；清
洗餐具前擦去油污，不用长流水
解冻食材；浇灌绿植要适量，多用
喷灌和滴灌；适量使用洗涤用品，

减少冲淋清洗水量；家中常备盛
水桶，浴前冷水要收集，浴中不用
要关闭；优先选用节水型产品，关
注水效标识与等级。

二、做节约用水的宣传员。
倡议您向身边的人宣传水资源
紧缺现状，宣传节水洁水理念，
传播节水经验知识；倡导节水惜
水行为，营造节水护水风尚；号
召更多人加入节约水资源的行动
上来，共同营造人人关心节约水
资源、人人身体力行节约用水的
良好氛围。

三、做节约用水的监督员。

以节约用水为荣，以浪费用水为
耻；志愿参与节水行动，制止用水
浪费现象；发现水管漏水，及时报
修；发现水龙头未关紧，及时关
闭；发现浪费水行为，及时劝阻。

不舍细流，方成汪洋。让我
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树立水忧患意识、节水意识，养成
良好的用水习惯，争做生命之源
的呵护者，为全区节水抗旱工作
出一份力、尽一份责。
重庆市大足区节约用水办公室

2023年7月18日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7月
19日，大足区季家镇十九届人大
四次会议召开，镇政府向与会
镇人大代表报告上半年各项工
作开展情况，接受代表问政和
民主测评。代表们聚焦群众高
度关注的事项，纷纷为民发声。

有代表询问：“群众热切期盼
增加季家镇与三驱镇之间的公交
车班次，怎么回应群众诉求？”分
管交通工作的副镇长介绍，已经

向大足区交通局发函反映了群众
诉求，交通部门正在调研分析两
镇来往的客流量，会根据实际客
流量调整公交车班次，镇政府正
在密切跟进提供协助。

“列入年初镇政府工作计划
的8项民生实事办到哪一步了？”

“办成 4件，已过半。”据介绍，上
半年季家镇完成镇敬老院提档升
级及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另有 3
个村的互助养老点建成投用；5

个村完成土地整治1950亩；新建
农村四好公路9.1公里、新建户户
通公路26公里；主干道旁绿化30
亩，农村四旁植树123亩。

根据掌握的情况，代表们对
镇政府上半年工作进行审议和
民主测评，履行法定职责，督促
镇政府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推动季家镇各项工作高质量
推进。

季家镇
代表问政为民发声

遗失启事

人人参与节约用水 共同抗旱保障饮水
倡议书

“上访户”变廉情信息员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实习生 杨心雨

前不久，大足区铁山镇胜丰村召开了
一场特殊的选聘会，12名村民被正式聘请
为廉情信息员，负责监督村务运行工作。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 12人中有 2人
曾有过上访的经历。消息不胫而走，瞬
间在村里炸开了锅。

“听说了没得，村里选廉情信息员，
杨觉昌和王正淑两个‘老上访户’也在其
中哦！”

“这次村里主动聘请他们来监督工
作，看来是动真格的哟！”

“太好了！有廉情信息员的监督，以
后我们村的治理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

在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讨论声中，胜
丰村一场新的变革正徐徐拉开序幕。

今年 6月，市民政局、市农业农村
委、市乡村振兴局联合下发《重庆市推进
清廉村居建设试点示范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工作方案》），将胜丰村确定为首批
16个市级清廉村居建设试点单位之一。

按照要求，胜丰村将以基层组织有
力、权力运行有序、基层监督有为、基层
治理有效、清廉氛围有魂、人民群众有感
为重点，积极改革创新，以治理的理念、
法治的思维、智治的方式，推动基层党组
织管党治党机制更加健全，基层权力运
行制约监督机制更加有效，基层党员干
部敬畏意识、廉洁意识明显增强，群众身
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明显下降，不断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
接到《工作方案》后，胜丰村村支两

委立即召开动员大会，并组织村干部到
各社开展廉情故事宣讲会。与此同时，
村里决定在各社的村民中选聘2名群众
代表作为廉情信息员，打通监督工作的

“最后一米”。
在人员挑选过程中，胜丰村党支部

书记龙文兵主动找到村民杨觉昌和王正
淑，邀请他们分别担任胜丰村1社和3社
的廉情信息员。这一做法，也得到村民
们的支持和称赞。

杨觉昌和王正淑两人都曾因为胜丰
村在建工程分配社保等问题上访到相关
部门。待龙文兵说明来意后，两位村民
欣然同意，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很好

地参与到村上各项事情中，对村务工作
起到有效的监督。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清楚——聘请
我来，就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要打
马虎眼，有什么事情我是真的要反映的！”
面对邀请，杨觉昌将“丑话”说在前面。

“你放心，聘请你们就是让你们来监
督我们的，不是走形式！”龙文兵的表态，
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廉情信息员们纷纷
表示，将全力做好廉情监督工作。

接下来，胜丰村12名廉情信息员将
深入群众家中，排查收集本村内有关社
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事项、群众普遍反
映的问题，利用人熟、地熟、情熟等优势
实施贴身监督、抵近“侦察”，有效发挥

“情报站”作用。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张昌亮）“恭喜
你，这是你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请
出示身份证和准考证！”7月 20日上午，
大足邮政的邮递员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送达张露滋手中，并为她送上鲜花
和祝福。据悉，大足邮政的高考录取通
知书投递工作于本周启动，这是大足今

年投递的第一份清华大学高考通知书。
据了解，张露滋毕业于鲁能巴蜀中

学，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上高中后，她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并立下了考取
清华大学设计类专业的目标。她说：“我
觉得学习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不让自己后
悔，高三确实很苦，但是经过了高三，人

生一定会有一个蜕变。”
大足邮政寄递事业部运监部负责人

宋晶鑫介绍，为保障高考项目投递服务
质量，确保录取通知书精准投递，大足邮
政特别开辟了“绿色通道”，采取“专人、
专车、专封、专投”的模式，全力确保录取
通知书及时、安全、准确送达。

此外，大足邮政温馨提醒广大考生
和家长，由于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特殊
性，国家有关部门要求邮政企业投递高
考录取通知书必须登记核验身份证、准
考证信息，请在接收高考录取通知书
时提前准备好相关证件，并保持电话
畅通。

大足首张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达

本周，大足区委书记陈
一清率队督导防汛抗旱、森
林防火和地灾防治等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国网重庆大
足供电公司专门成立7支保
电党员服务队，投入到迎峰
度夏保供电工作；“长者食
堂”试营业，有效解决了老

年人“吃饭难”……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 、社会和谐之本。水 、

电、饮食，关乎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关乎经济发展
和社会大局稳定，抗旱、保电、解决“吃饭难”，就
是保民生。

当前，我市进入水旱灾害防御关键期，面临着防
汛和抗旱双重压力、双线作战的局面。供水、保电、防
汛，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大足区坚持防汛抗旱两手
抓，积极构建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长效工作机制，并
实行领导干部包保责任制，全力保障城乡居民用水安
全和迎峰度夏安全可靠供电。各相关部门要未雨绸
缪，把应对工作做得更足、更扎实一些，提升防汛抗旱
保电能力。

入夏以来，为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力的可靠
运行，国网重庆大足供电公司专门成立了7支保电党
员服务队。他们活跃在大足各条重要输电线路上，战
高温、斗酷暑，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电力人的使命和职
责。防汛抗旱、迎峰度夏，既需要党员先行，也离不开
每一位市民的配合和努力。一度电的作用超乎想象，
可以让9瓦的节能灯亮100小时、可以烧8公斤的水、
可以让一台普通电扇工作15小时……同样，一滴水的
作用也不可忽视，“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因此，我
们要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开始，为全区节水、节电行动
出一份力、尽一份责。

民生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要立足实际，创新方法，出实策、办实事、求实效。为
解决独居、留守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长者
食堂”应运而生。截至目前，大足区已建成8个“长者
食堂”，预计年内将扩展至 12 个，服务覆盖老年群体
约5万人。

建设“长者食堂”，并按照“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
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四个一点”经营模式
运行，让老人花小钱就能享用一顿营养、美味、丰富的
餐食，体现了大足各级党政为民办实事的决心。

如何实现老有所养，是各地共同面对的现实问
题，“长者食堂”的建设，不失为一项有益的探索。接下
来，需要进一步广泛凝聚和团结社会力量，让社会力量
广泛加入“长者食堂”的运营中，确保“长者食堂”可持
续运营。可喜的是，一些大足的成功人士已经表达了
愿意捐款补贴“长者食堂”低价经营的意愿。各相关部
门、镇街要继续探索创新，共同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
幸福晚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保民生，是党员干部必
须答好的一道基础题。只有带着责任和感情，下沉一
线、躬身实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才能真正当好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让广大
群众在共建共享的发展中拥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认
同感。

答好民生题 增强认同感
□ 谢 凤

义诊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