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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近日，大足区人大常委会
龙岗街道工委召开2023年人大半年工作会，人大代表
们视察宝北路建设、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后，就群众最关
切的民生实事进行了询问。

“我区文化设施建设得很好，请问如何利用好现有
文化设施，满足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当天，龙岗街道
副主任宋大珍向代表们汇报了 2023年上半年文化旅
游工作情况，进入询问环节后，陈龙代表率先发问。

“今后将进一步做好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各村
（社区）综合文化阵地的管理，持续做好公共文化场所、
场馆免费开放等，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满足居
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宋大珍答复道。

“龙岗作为大足母城，是建设国际文旅名城的重要
组成部分，请问怎样打造龙岗特色文化旅游？”“办长者
食堂对老年人有没有补贴？”……当天，代表们聚焦百
姓关注的文旅融合、森林防火、人口出生率、养老、低保
等民生实事的热点、难点进行询问。龙岗街道分管副
主任们就代表的询问一一现场作答。代表们对现场解
答表示很满意，表示将继续追踪，确保落实到位。

龙岗街道

人大代表聚焦民生实事问政

□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实习生 毛婧璇 文/图

盛夏时光，火红的太阳烘烤着大地。
在大足区龙水镇濑溪河支流碾盘沟河明
光社区段，河流经过清淤、河床硬化、入
河排污口治理，加上两侧种上了1280多
盆美人蕉、伞草、再力花等可净化水质的
水生植物，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画
卷再次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愿景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龙水镇被誉为“小五金”之乡，历来
是大足区工业中心、交通枢纽、经济重
镇。过去，由于粗放的发展方式，给流域
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破坏，特别是
辖区内的濑溪河水质长期得不到改善，
渔箭堤断面常年为Ⅴ类水质，对下游的
玉滩水库造成严重影响。

龙水镇有龙水废铁市场、西部金属
交易城、五金模具城三大钢材市场。前
几年，大量钢材在露天堆放、转运、加工
时产生铁锈、粉尘、油污等污染物，如遇
大雨，雨水裹挟污染物直排濑溪河支流
金竹河，对水体造成污染。

大足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大足工业园

区按照大足区委、大足区政府“有序推进
工业污染治理，提升水环境质量”的要
求，精准治污，实施了“大足钢材市场应
急处理项目雨污水中转站工程”。还联
合整治了三大钢材市场秩序，取缔露天
货场，规范入户经营，强化市场管理，改
善卫生绿化，减轻了污染物对金竹河的
污染；同时开展了污水偷排、直排、乱排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积极效果。

这是濑溪河龙水段以水质达标为导
向的水污染治理工程的缩影。

2023年，大足区“持续抓好生态环境
保护”的经验获得市政府通报激励表
彰。大足区委、大足区政府高度重视生
态环境工作，坚持高位引领，按时听取生
态环保工作情况汇报，及时解决生态环境
保护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大足区人大常
委会开展“岸上能看景，下河能游泳”专题
询问；大足区政协充分发挥参政议政和民
主监督作用，聚焦完善基础治理设施、濑
溪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问题积极
建言献策，促进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
上新台阶。同时，强化责任落实，科学系
统治污。大足把水污染防治作为污染防
治工作的重中之重，投入4830万元完成城
区污水处理厂准Ⅳ类提标改造，实现总磷
年减排3.56吨；累计新（改）建管网38公
里、整改错接漏接591处；实施濑溪河干流
龙水城区—渔箭堤生物多样性塑造工程、

玉滩水库库前生态降磷工程（渔箭堤—石
心大堤段），完成濑溪河干流中敖至龙岗、
棠香至智凤段生态修复整治以及重要支
流龙水段伍家河、金竹河生态整治工程，
对濑溪河流域及玉滩水库水生态环境持
续稳定改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通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玉滩水
库国控断面连续3年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濑溪河渔箭堤连续2年实现水质升类，提
前超额完成“十四五”期间渔箭堤断面的
Ⅳ类考核目标。濑溪河、窟窿河、珠溪河、

太平河、高升河5条河流实现“岸上能看
景、下河能游泳”目标。2022年，大足区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28天，“大足蓝”刷
屏朋友圈成为常态。“从这里看见美丽中
国·重庆市大足区”生态环保成就片获评
重庆市生态环保成就宣传片大联展优秀
作品并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平台展播。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大足区生态环境局局长袁烽说，
下一步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改善
环境质量，不断增强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新渝报讯（记者 陈安林 通讯员 韩春李）7月 31
日，大足区委改革办、大足区经济信息委会同中国联通
（重庆）5G融合创新中心，前往6家今年被认定为数字
化车间的企业走访调研。

当天，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大足工业园区和双桥
经开区，深入盛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宇海科
技有限公司、重庆渝发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6家
企业，实地察看企业智能化生产车间、生产设备，详细
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最新成效。各企业纷纷表示将积
极参与数字化车间、5G创新应用场景、智能工厂、创新
示范工厂申报工作。

下一步，大足区还将组织专业测评机构、专家资源为
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工作，标准规范企业
数字化转型路径，加大短板环节的智能化改造力度，强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示范应用，全面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

7月30日，由大足区科协主办的“食品安全伴我成
长”暑期科学课在大足区科技馆科创空间举行，吸引了
众多孩子及家长听课。本次科学课以实验为主，参与
性、互动性较强，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感受科学、参与
科学，在增强食品安全意识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对科学
的兴趣。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通讯员 宋香樾 摄

食品安全伴成长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振宇）日
前，大足区邀请中组部、团中央第 23批赴渝博士服务
团部分博士来足，作专题讲座并同步举办第三期“大足
人才讲堂”。

本次讲座旨在进一步发挥专家人才的示范引领作
用，推动大足区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建强
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讲座内容包括《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分析》《数智快递物流赋能地方经
济发展》《新时期家庭教育从学生的学习谈起》等。

大足区第 6期中青班学员及部分工业信息化领
域、物流领域、教育领域人才到场聆听讲座。大家纷纷
表示，讲座通过丰富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解析了在现
代社会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提升自身能
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变革。在今后，将踔厉奋发，为大
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期“大足人才讲堂”开讲

□ 新渝报记者 何美林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任务。近年来，大足区玉龙镇多措并举
抓好人居环境示范创建，以点促面推动
全镇村容村貌发生巨大改变，让农村居
民的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走进玉龙镇大土社区，一幅景美村洁
的画面映入眼帘。干净整洁的道路、焕然
一新的农房、充满生机的绿植树木……每
一处都彰显着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果。

近年来，玉龙镇先后投入资金135.5

万元，在大土社区修建了巴渝新居 50
栋、联建房17栋、怡心广场3000平方米，
打造了家风家训文化长廊，对 288户旧
房提升改造，在保留原味、还原乡愁的基
础上，硬化院坝，美化墙壁，更换破损门
窗、屋檐、房盖，补植观赏树、果树等，让
村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记者来到大土社区一处挂牌“整洁
庭院”的居民家中，居民梁寿红说：“现在
的人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提升，你看我们

每家房前屋后摆放得非常整齐，杂物都
规整得很好，大家的环境意识提升了，邻
里之间的关系也更和谐了，住在村里别
提有多安逸了！”

大土社区是玉龙镇人居环境整治的
“样板区”。近年来，玉龙镇以点带面，分
类实施，整体推进，在全镇掀起人居环境
建设工作高潮，从基础设施改善、村庄整
洁美化、群众意识树立、长效机制建立等
多方面确立目标任务，实现村庄清洁行

动村（社区）覆盖率达到100%，行政村生
活垃圾有效治理比例达到100%；户厕改
造、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路边绿化栽种、
村（社区）互评互比、增强村民环境卫生
意识宣传等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开
展取得实效。

下一步，玉龙镇将加大投入，完善机
制，加强督导，把治理工作向精细化发展，
进一步依托“旅游文化小镇”定位，加快城
镇建设提质扩容，建设美丽幸福玉龙。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九石村 1 组 70 号周文杰
（身份证：500225201105102319）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0022520110510231954），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大足绘就“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新画卷

水清岸绿的香国公园。

玉龙镇：景美村洁入画来

部门联合助力数字化车间建设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
者获悉，大足区卫健行政执法支队积
极开展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工作，
突出重点行业领域职业病危害专项治
理，加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和工作
场所执法监督检查力度，狠抓用人单
位职业卫生基础建设，积极构建技术
支撑体系，全区职业健康工作发展持
续向好。

为巩固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试点
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职业卫生监督执
法效能，重庆市决定从 2022年到 2024
年，在全市范围推广实施职业卫生分类
监督执法工作。作为全市试点区县之
一，大足区卫健行政执法支队对纳入分
类执法的企业进行了科学分类，多措并
举推进分类执法工作。

推进分类监督执法中，大足区卫健

行政执法支队还创新监管模式，实现差
异化监督执法。以“双随机、一公开”为
基本手段，依据分类结果，每年对辖区
用人单位实施“分层抽样”随机抽查。
丙类用人单位抽查比例最高，甲类最
低。丙类用人单位原则上以现场监督
为主，乙类和甲类用人单位采用现场监
督检查和非现场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两年内有新发职业病的或因违法

被职业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处罚的，采用
现场监督的方式。

通过开展分类监督执法工作，大足
区进一步提升了职业卫生监督执法能力
水平，督促用人单位积极落实职业病防
治主体责任，深入探索用人单位职业卫
生分类监督执法模式，逐步实现并推广
差异化监督执法，切实保障了劳动者的
职业健康权益。

大足全面推进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
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7月26日，大足区农村“五合一”
综合改革试点村之一——拾万镇长虹
村秧苗青青，房屋错落有致。“五合一”
改革是2023年大足区改革工作“一号
工程”，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高标准农田
改造提升、农村宅基地腾退、农村土地
承包精准确权5项改革措施叠加，推
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根据规划，大足
区试点的6个村（社区）完成改革后，
预计可在试点区域腾退宅基地91亩，
新增耕地702亩（水田262亩），旱改水
155亩，恢复耕地821亩。

新渝报记者 张琦 杨琢 摄

“五合一”改革推动
乡村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