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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健全保障和改善民
生制度体系，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和收入分配制度，健全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一
老一幼”服务保障体系，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
圈”，完善涉民生领域问题监管处置机制，建设高品质生
活宜居地。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
任务。大足区该如何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日，
记者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展开探讨。

力争到2027年
累计新增城镇就业4.8万人以上

“全面落实区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大足区人力社
保局唯实争先、积极推动人社领域各项改革落地落实，
努力打造具有‘大足辨识度、重庆影响力’的标志性改革
成果，为大足经济发展贡献人社力量。”蒋仕惠说。

一是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实施“大丰大足·渝
创渝新”创业扶持工程、重点群体“家门口”就业帮扶工
程、“巴渝工匠”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工程和万名青年留足
来足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做靓“大足雕客”“龙水刀匠”劳
务品牌，力争到 2027年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4.8万人以
上，累计促进1.5万名青年留足来足就业创业。

二是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持续开展社保“扩面
提质”专项行动，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持续
推进社保关系无障碍转移接续，确保城乡养老保险参保
率达到 95%以上，不断提升社保参保率和缴费率，不断
强化社保经办风险防控，提升社保基金监管水平。

三是实施青年人才筑梦工程和“大足工匠”计划。
做好“高精尖缺”人才引育，培育“专精特新”技能人才5
万人以上，进一步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来足工作发展。

四是开展“渝你同行”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工程。做
好“渝悦·根治欠薪”接入三级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试点
改革，推动欠薪长效治理，落实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蒋仕惠谈到，接下来，大足区人力社保局将健全供
需保障体系，以人力资源产业园为中心，零工市场、零工
驿站为支点，聚合“线下招聘+云端推介+定制服务”的
立体服务仓，构建辐射商圈园区、覆盖村社全域的人力
资源服务保障体系；提升技能培训质效，建立人才定向
培养输送机制，实行“送训下乡+结训直招+专车直送”
全链条服务，加强职业院校与产业园区、培训机构与重
点企业对接，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为重点企业定向培
养技能人才；聚焦区内重点企业用工及就业需求，全面
推行“岗位+培训+就业”“用工企业+培训机构+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紧缺工种目录+培训机构目录+培训补贴
目录”的“3+”组训模式，加大职业技能公共培训基地建
设，壮大技能人才队伍。

多维发力
赋能高品质养老生活

全会提出健全“一老一幼”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养老
服务体系改革。对此，薛千勇表示，当前，大足区民政局
正聚焦老年人就餐不便、心理慰藉缺失等问题，坚持公
益先行、市场推动，全力完善养老服务供给。

一是优化老年人助餐服务供给。试点先行，通过打

造市级优质老年食堂和满意老年食堂，以点带面，提升
社会覆盖面。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适当给予价格优惠支
持，有针对性加强宣传，提高用餐量。力推市场运作，依
托其设备、人力、供应链等优势，推动社区食堂独立运
营，让惠老助餐降本增效。

二是强化老年群体的心理关怀。去年，大足区民政
局实施了“足够爱你”心理健康关爱服务项目，重点围绕
儿童群体开展心理健康关爱服务活动。下一步，将继续
深化实施该项目，大力培养本土心理专业人才，常态化开
展老年人群体心理健康筛查、评估、疗愈等预心理健康关
爱工作，推动形成养老领域心理健康服务“大足标杆”。

三是持续加强行业交流。支持具有代表性、创新性的
养老服务机构参加第十八届中国（重庆）老年产业博览
会。鼓励养老机构加强产业对接，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与
资阳市养老服务合作，推动两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互认。

四是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能力。依托居民小区日间
照料中心，将专业化服务向家庭延伸，解决老年人日托
需求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需求。引导居家上门服务企
业入驻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居家老人提供助餐、助洁、
助医等服务。支持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实施居家适老
化改造和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承接上门服务。

深化体制改革
全力抓好医疗卫生健康服务

谢洪表示，近年来，大足区卫生健康委紧紧围绕医
疗卫生服务、“一老一小”服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重
点工作稳步推进，努力保障全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全
区卫生健康事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一是聚焦两项重点，提升服务力。大足区顺利通过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及国家卫生区复审，创建国
家卫生乡镇、重庆市卫生乡镇8个。扎实开展健康促进
工作，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34.15%。做好老年人健康
服务，三篇老年人心理关爱典型案例入选《国家卫生健

康委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典型经验汇编》予以推广；落
实普惠托育政策，提前半年完成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民生实事全年目标任务，全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
婴幼儿托位数达3.12个。

二是实现重点突破，提升供给力。深入推进卫生人
才“县聘乡用”“乡聘村用”，大力推动数字健康建设，全面
完成健康医疗大数据通道工程，积极推进“社会·渝悦·疫
智防控”等应用上线工作；坚持外引内育，组织参加“百万
英才兴重庆”等招聘活动，招聘紧缺学科高校毕业生20
余名；签约医学博士后作为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全职引进
博士、博士后研究生2名；培育“西部之光”访问学者、“三
峡之光”访问学者共2名，评选重庆市医疗卫生青年高端
人才、区县医学头雁人才、基层名中医等优秀人才13名。

三是强化建设，提升支撑力。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优
化服务，大足区卫生健康委行政权力事项均可在渝快办
App办理，2023年行政许可受理2491件，网办率达100%，
按时办件率达到100%，无超时、无延期件；全面推开“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已办理套餐1177件。大足区第二人
民医院迁建项目、龙岗中心卫生院改建项目投入使用；大
足区精神卫生中心传染病区建设项目通过工程预验收；大
足区乡镇卫生院迁建（中敖）项目有序推进中。

下一步，大足区卫生健康委将坚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试点、区
县域医共体“三通”建设试点、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
点等6项改革试点项目，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扎实推
进“三医联动”及医共体“三通”建设，落实分级诊疗要求，
加强基层服务能力建设，多措并举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
源；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单体规模和服务辐射能力，推
动区域医疗卫生次中心（龙水中心卫生院）建设，完善并提
高乡镇卫生院建设标准，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特色科室
建设，全面提升乡镇卫生院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推
进基层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升级改造，落实信息系统上云用
云工作，加快推进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建设，2024年全区
二级及以上互联网医院建设比例达50%。

持续增进 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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