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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罗婷婷

近日，在大足区龙岗街道中山花园
小区，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做着最后的
文化植入工程。

中山花园紧邻濑溪河畔，沿着河道
远远望去，整个小区都粉刷一新，再加上
统一更换的空调外机罩子和雨棚，让明
黄色的居民楼外墙看起来格外整洁清
爽。不少居民在树下摇着扇子谈笑风
生，看着不远处玩耍嬉闹的孩子，俨然一
幅恬淡悠然的夏日乘凉画。

市民周理恩此时也在家门口和老伴
一起谈天纳凉。为了方便日常出行，今
年快90岁的周理恩和老伴在3年前搬到
了中山花园4幢1单元一楼，正好见证了
小区由旧变新的整个过程。

“以前的楼道昏暗不说，水泥地还坑
坑洼洼的。不仅不方便打扫，年纪大的人
还容易摔跤。”周理恩说，提起以前的小区
环境，她直摆手，但要说到现在小区发生
的新变化，她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现在
不光在楼道里安装了路灯、把地面铺上了
地砖，还在小区的空地上修了健身休闲的
设施，我们平时活动的场所都多了起来！”

老旧小区能够“旧地”蝶变，这一
切都来源于大足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

2019年，为了解决老旧小区建筑老
旧、功能不齐、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同时满足居民对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的
新期待，大足区主动申请在非主城区范
围内率先启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试
点工作。

老旧小区改造主要分为基础类、提
升类和改善类。基础类从居民的安全需
要和基本生活需求出发，包含了水电气
讯、排水、道路、消防等市政配套基础设
施改造以及小区内建筑物屋面、外墙、楼

梯等公共部位的维修；完善类是针对居
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善型生活需求，帮
助小区完善电梯、绿化、照明、停车场等
设施；提升类则是为了丰富社区服务供
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建设或改造小区
及周边的社区综合服务、卫生公共以及
养老托幼等社区专项服务设施。通过补
齐小区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不断
提升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

截至目前，大足累计实施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28个项目、377个小区、380万平方
米，已累计争取到位中央补助资金3.74亿
元，完成投资8.1亿元，惠及居民4.36万户。

同时，为了更好满足老旧小区改造
实际需求，大足先后印发了《关于印发大
足区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实施办法（试行）
的通知》《关于合理利用小区及周边存量
资源的通知》，出台了《大足区坡屋面改
造规划指引》等文件政策。尤其是将原
3万元/台的电梯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台电
梯最高补助12万元，极大地减轻了居民
的经济负担。

具体如何实施改造？除了相关专家，
居民最有发言权。在进行改造之前，镇街
和社区通过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充
分征求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居民也可自

行通过街道搭建的线上线下议事平台，参
与到改造方案的设计、施工过程的质量安
全监督、问题纠纷的沟通协调以及完工
交付使用前的验收和后期管理中来。

“老旧小区人员较为复杂，各个年龄
段的人需求也各不相同，我们要做的就
是多方协调、多想办法，在合理范围内尽
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大足区住房城乡
建委主任叶小龙表示，老年人最关心的
是出行道路是否通畅、夜间行走楼梯和
小区是否有照明，年轻人最想解决的是
车辆停放、小区附近教育配套设施是否
齐备等问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
实事。

此外，除了对小区本身的设施进行
提档升级，大足区还高度重视文化元素
的植入，聘请了大足本地文创专家，在老
旧小区改造中以大足石刻文化元素和海
棠香国、昌州古城历史文化元素为主线，
以点带面打造了大足老街生活的“海棠
里”、龙岗中路商业步行街展现大足发展
史的“时光隧道”、邮政局家属院“恩情传
千里、家书抵万金”为主题的邮政记忆、

“足印中山街”再现中山文化在大足留下
的历史痕迹等示范点，不断增强居民的
归属感，唤起大家的老城记忆。

“老城改造不是大拆大建就能实现，
大足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如果全部拆掉
重来的话，本土文化就会欠缺可供传承
的载体。”叶小龙说，“我们秉持着‘挖掘
文化底蕴，唤醒老城记忆’的理念，在改
造中植入本土文化符号，更好地保护了
文化的多样性。”

改造过后的龙岗中路商业街，现代
繁华与历史古韵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碰
撞。道路两旁是沿街的商铺，在两排行
道树的内侧，则是历史气息厚重的“时光
隧道”，里面镶嵌着大足的发展史，一路
走过，可使行人产生一种在大足历史中
漫步的新奇之感。

今年 6月，大足因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成果突出成效明显，受到重庆市
政府的通报激励，并得到政策和资金等
多项奖励支持措施。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办好民
生实事永远都在路上。”叶小龙表示，接
下来他们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
持“共建共管共治共享”理念，在推进治
管并举的同时，多方位争取和筹措资金，
统筹推进“楼道革命”“环境革命”和“管
理革命”，不断提升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和品
质，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足区积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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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黄乔 实习生 彭语涵）7月 27
日，市人力社保局召开2023年二季度新闻发布会。记
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41万
人，引才2.44万人。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市
城镇新增就业41万人，同比增长2.3%；全市城镇调查失
业率平均值为5.5%，总体稳定在政府调控目标范围内。

针对今年我市高校毕业生达33.6万人、再创历史新
高的情况，我市实施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十大行动”35项措施，多渠道筹集市场化岗位66.1万
个、政策性岗位9.2万个，结对帮扶困难毕业生、困难家
庭青年就业3.6万人。“目前，全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我们相信，能确保高校毕业生年底
就业率达到90%以上。”该负责人说。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引才2.44万人，其
中新招博士后616人，同比增长38%；认定高层次人才
110人，同比增长32%。

重庆上半年
城镇新增就业41万人

重庆日报讯（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彭诗洋）记者
8月 1日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获悉，今年以来，
重庆持续提升经济社会薄弱环节融资服务水平，取得
明显成效。截至 2023年 6月末，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 19.3%，获授信支持的小微市场主体达
107.2万户，小微市场主体贷款户数达92.4万户。

普惠小微贷款是指单户授信 1000万元及以下的
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
款。今年以来，重庆金融业聚焦中小微企业敢贷愿贷
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民营小微金融服务
模式创新，推动金融机构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投放力度。

一方面，重庆持续推动“1+5+N民营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金融服务港湾”建设，仅上半年就新建金融服
务港湾 82个。截至 6月末，全市金融服务港湾数量达
到 487个。1—6月，这些金融服务港湾通过线上线下
渠道，累计为7万户市场主体发放贷款超730亿元。

另一方面，重庆在今年上半年推出了民营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顾问制度，并基于此开展融资对接、政策宣传
2000余场，累计为5973户市场主体建立了信用档案。这
也为更多小微市场主体获取普惠小微贷款提供了助力。

在重庆持续提升经济社会薄弱环节融资服务水平
的过程中，“三农”也是重庆金融业重点支持的对象。
据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该部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全面推广重
点农业产业链金融链长制，加大对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脱贫地区的信贷投放。同
时，持续开展融资对接区县行行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重点区县的支持力度，成效明显。截至 2023年 6月
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4%。

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19.3%

重庆日报讯（记者 赵伟平）8月 1日，记者从市农
业农村委获悉，今年上半年重庆新认证绿色食品企业
219家，产品 404个。截至目前，全市绿色食品企业达
1250家，绿色食品3204个，数量位居西部第一。

绿色食品有品质好、品相好、品味好 3个特征；绿
色食品企业则要求生态环境美、生产管理美、宣传策划
美、发展前景美。换言之要做到生产有标准、管理有规
范、过程有记录、产品有追溯、宣传有标识。

近年来，重庆着力推动农业由数量优势向品牌优
势转变，通过加大对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特质农产
品和重庆名牌农产品的发展与监管，构建起以绿色食
品为引领的重庆农业品牌体系。同时，为打造有辨识
度的绿色食品，全市已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 7个，总面积 140.8万亩，全国绿色食品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2个，总面积1.57万亩。

“接下来全市将深入绿色食品加工企业、基地，深入
挖掘绿色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建设，
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重庆市大足区石马镇石门村 1 组 93 号张家宁
（身份证号：500225200001174479）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0022520000117447953），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重庆绿色食品
数量位居西部第一

□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志浩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主
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十多年来，我国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当前，深化医改面临哪些重点任
务？老百姓有望在哪些方面继续提升获
得感？7月 29日至 30日在山东济南召
开的2023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暨中
国卫生发展会议上，多名业内专家盘点
既往医改清单，前瞻下一阶段“路线图”。

“家门口”能否有更多优质
医疗服务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
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
里解决”，是深化医改的重要目标。

目前，我国确定了 125个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医疗服务“高地”覆
盖所有资源薄弱省份。2021年首批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相关专科的跨省就医，
较2019年下降9.3%。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基本完成规划
布局，下一步重点是推动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国家卫生健
康委体制改革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说。

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基层的诊疗
水平也在持续提升。截至2022年底，全国
87.71%的县级医院达到医疗服务能力基

本标准，累计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超过3万家。

朱洪彪表示，未来将继续规划建设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持续提升地市和县
级医疗水平，加强社区和农村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建设，完善促进分级诊疗的体
制机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着眼长远，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享受到更多优质医疗服务，还需深化以
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壮
大医疗卫生队伍。

此前，全国公立医院已分别取消药
品和医用耗材加成。如何夯实公立医院
的公益性基础，同时保障公立医院人员
薪酬的来源、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成为
一项迫切任务。“下一步的重点是持续巩
固和完善运行新机制。”朱洪彪说。

如何让老百姓个人自付负
担再减轻

根据最新发布的 2023年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筹资标准，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为每人每年 640元。十年前，这个标准
是280元。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政府卫生支
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持续加大，个人卫生支出
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持续下降至27.7%。

“但一些老百姓实际从口袋里拿出
的看病钱，并没有感觉到明显减少。”上
海交通大学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院长许
树强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范围外的费用负担依然较重。
一边要继续解决看病贵，一边是医

疗服务价格偏低、部分医疗机构出现亏
损，如何破题？

不久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 2023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
务》，其中明确提出要促进多层次医疗保
障有序衔接。

上海市依托“本市职工自愿使用医
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购买商业医疗
保险政策”规则，推出定制型商业医疗保
险“沪惠保”，2021年版投保人数达到
739万人，截至2022年底累计赔付7.9亿
元，成为基本医保的有效补充，助力群众
看病再“减负”。

山东省在实现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全
覆盖基础上，2022年启动居民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目前全省长期护理保险参保
人数达到 4112万人，位居全国第一，更
好满足重度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需求。

许树强认为，深化医改既要让人民
群众从自己口袋拿钱的花费越来越少，
还要促进公立医院的发展，可以考虑更
多医疗费用由第三方支付的改革举措。
在继续发挥医保基金基本保障作用的同
时，积极推进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商业
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发展。

怎样既“用好药”也“供好药”

眼下，聚焦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

等，新一轮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
在进行中。

近年来，随着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
判、集中带量采购等多项举措落地，341
个新药以适宜的价格纳入目录，集采药
品平均降价超过 50%，累计节约费用
3000亿元左右。

在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金春林看来，集采的前期准备工作
越发充分，方案设计越发严密，惠及百姓
的药品和医用耗材也越发丰富。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集采在推动
药品降价的同时，也让原研药和通过仿
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的比例超
过90%，高质量药品的可及性大幅提升。

支持药品研发创新，常态化开展药
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加强药品
供应保障和质量监管……聚焦医药领域
改革和创新发展，一系列重点工作将在
今年下半年持续推进，确保“供好药”“用
好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指导各省至少开展一次药
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要求年底前
实现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到
450个。

此外，据了解，促进医防协同、医防
融合，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提升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等，也将是下一阶段
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年内有望出台一
系列指导性文件。

（新华社济南7月30日电）

深化医改“划重点”

如何让医疗服务体系从“有”到“优”

近年来，广大大足籍官兵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
想，自觉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聚焦强
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建功强军征程，在国防和
军队建设中无私奉献、拼搏进取、奋发有为，涌现
出了一批先进典型，为棠城大地争得了荣誉。为
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汇聚强国兴军正能量，不
断增强社会民众的国防观念和崇军尚武意识，在
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热爱、参与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浓厚氛围，现特对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
期间，获得三等功以上奖励以及二级以上表彰的
大足籍军人予以张榜公布。

二等功1人
杨进东

三等功22人
谭颖、李兴东、周星、陈春、刘加华、刘维、徐鸣、

李兴波、郭余、易选强、周均、陆周杨、周杨、陈磊、王
明星、姜鑫、杨江、王强、欧赵、宋大桥、吕国铭、饶川

20232023年大足籍军人年大足籍军人
立功受奖光荣榜立功受奖光荣榜

8月1日，位于双桥经开区的盛
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工人正在加工手机摄像头。
该公司旗下产品有多摄摄像头、一
亿像素摄像头、超广角和潜望式摄
像头等，年产达3亿颗，占全球生产
额的5%。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盛泰光电
年产摄像头3亿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