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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乡村振兴“快速车道”

农村公路不仅是群众出行的通达之路，
更是通往乡村振兴的希望之路。大足致力于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铺就乡村
振兴的“快速车道”。

去年国庆，大足区龙石镇石龙村 1组 56
岁的杨元蓉，在家门口将家里的3000公斤稻
谷卖了出去。手里拿着近5000元钱，杨元蓉
喜不自胜：“现在交通方便了，老板都是上门收
农产品。只要勤劳肯干，好的农产品不愁卖！”

龙石镇偏居大足西南一隅，距大足城区
23公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石龙村仅靠 1
条机耕道与外界相连，交通相当不便。杨元
蓉回忆：“原来路不好，摩托车都很难进来，我
们赶个场都要走一两个小时。农副产品再
好，也很难卖出去！”

近年来，龙石镇内外的农村公路越修越
多，越修越好，交通环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
善。杨元蓉一家大力发展种植和水产养殖，
成了远近闻名的产业大户。

新（改）建“四好农村路”，是大足去年重
点推动的 19件民生实事中，排在第一的“头
等大事”。去年，包括龙石镇在内，大足完成
16个镇街“四好农村路”建设 100公里，全区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3457公里。群众出行越
来越便捷，农村物流越来越通畅。

实现老旧小区蝶变焕新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和

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伴随着城市更新的推
进，大足的众多老旧小区实现“逆龄生长”，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

有着近 30年历史的双路街道保险公司
片区，有 7栋楼 40余户居民。基础设施老
化、管线杂乱、环境脏乱、车辆乱停……大
多数老旧小区存在的问题，曾经在这里都
能找到。

城市更新中，大足将保险公司片区纳入
改造范围。历经 9个月施工，小区环境面貌
焕然一新。宽敞的路面、智能化的停车场、齐
全的健身设施……“想不到几十年的老房子，
还能越住越舒心！”改造后的小区，获得居民
交口称赞。

环境改造，不仅局限于狭义的老旧小区
内部。在对双路街道老旧小区的改造中，大
足还充分融入石刻、重汽、五金等特色文化元
素，建成 1个茶文化广场、1条年代记忆街区
和3条鲜花文化小巷的“113”城市景观区，实
现了住游一体，城景融合。

双路街道老旧小区的嬗变，是大足去年
推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这一民生实事的缩
影。去年，大足对中心城区、双桥经开区 44
个老旧小区启动了改造，涉及双路街道等多
个镇街。其中，13个小区已完工，完工面积
16万平方米。

建好医疗服务“前沿阵地”

村卫生室是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的前沿阵
地，是农村群众健康的坚强保障。村卫生室
标准化建设，是大足去年备受关注的民生实
事之一。大足旨在通过村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强化村级服务能力，有效提升基层防病治
病和健康管理能力，以及农村群众就医体验
感和满意度。

去年，大足按照服务半径 2.5公里、服务
农村人口2000—3000人的标准，在全区筛选
出103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点位。以迁建
一批、改建一批的方式，从基础设施改造，到
设施设备配置、内部制度建设，分星级、分类
别、分批次有序实施。结合村级闲置房屋资
产、服务人口密度、服务便捷度等因素，进一
步确定 52家村卫生室迁入村级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其余51家在原址上进行功能升级。

升级改造后的宝兴镇杨柳社区卫生室，
西医诊断室、中医诊断室、治疗室、康复室等
功能室布局清晰，诊断床、一体机、电脑等设
施设备一应俱全。卫生室常驻一名乡村医
生，并由镇卫生院医生定期轮岗巡诊。“一般

的小病，村卫生室就能解决，大家看病方便多
了！”杨柳村村民徐俊瑶高兴地说。

去年，大足共完成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
103个，助力乡村医疗硬件水平、诊疗服务水
平实现整体跃升。

优化课后服务助力“双减”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是近年来教
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这一改革通过
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整
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去年 10月 26日，大足区 2024年“奔跑
吧·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圆满落幕。大足经开
小学斩获小学（女子）乙组冠军。近年来，大
足经开小学以足球、篮球为特色，推动学校课
后服务工作，成功获评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全
国篮球特色学校。

把课后服务搞得有声有色的，还有大足
米粮小学。这所农村学校把传统川剧融入课
后服务，排演的川剧连续 3年在重庆市中小
学戏曲小梅花展演中斩获集体项目二等奖，
并跻身第三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学校。

不断优化，各美其美的课后服务背后，是
大足深入实施“双减”的大背景。去年，大足
把抓好“双减”作为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减负”与“提质”并举，优质与特
色共进。

优化课后服务，成为大足助力“双减”的
重要举措。全区105所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
开展“5+2”课后延时服务，有效解决放学后
学生无人管、家长接娃难等问题，服务时间达
标率 100%，参与教师 7000人以上，参与率
97.5%。

大足 把民生的关键小事 办成群众的暖心大事

大足区昌州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去年，大足区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公益性”的原则，聚焦交通出行、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安居保障、环境整治等诸多领域，积极投身群众所望、所需、所盼的民生项目建设，不断将众多民生的“关键小事”，办成群众
的“暖心大事”，用心、用情、用力书写高质量民生答卷。

去年，大足完成基础设施及教育、卫生、
安居、环境等多个领域的重点民生实事 19
件，涉及投资总额5.51亿元。除新（改）建“四
好农村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村卫生室标
准化建设、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外，大足
还将更多民生实事同步推进，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农村公路水毁重建和安防工程：完成中
敖镇多处水毁修复治理，安装农村公路护栏
80公里，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水毁水利设施修复工程：完成24个镇街
5类水利水毁修复406处，保障6万余名居民
的防洪安全。恢复山坪塘、石河堰蓄水250余
万立方米，惠及10万余亩耕地及产业发展。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完成16个镇街供水
管网铺设122.7公里，新增设备13台（套），新
增沉砂池、过滤池、清水池等5组（处），新建
闸阀井、排气阀、排污阀等415个，解决和改善
5.06万人供水保障问题。

大足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
完成燃气老旧管网改造 228 公里，完成率
103.5%，351个居民小区立管入户34910户，立
管入户率107%。改造完成后保障了3.5万余
户居民用气安全。

城市排水防涝工程：完成排水管网建设
32.9公里，泵站整治11处。项目建成后进一步
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确保城市安全运行。

农村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完成污水管网
建设11.6公里，清淤3.6万立方米，生态修复
3300余平方米，攻坚清零23个镇街60个行政
村农村黑臭水体77条、6.5万平方米，持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

龙岗一小南校区人行天桥：完成 1 座三
跨人行天桥；1座跨河道桥梁；设6个梯道和3
部电梯。投用后实现了人车分流，消除了过
街安全隐患。

城市绿荫工程：完成龙棠大道、五星大道
一环北路东段、二环南路3个街头景观提质，
以及天宫河绿道建设2.5公里。

城市公园建设：完成佛都大道、海棠春
天、龙棠大道等3个口袋公园建设。

“错时共享”停车泊位建设：完成错时共享停车泊位
2224个。

地下“有限空间”安全监测整治：完成窨井盖整治928
座，滨河游园公厕化粪池、下道口公厕化粪池监测系统投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惠农工程：完成粮油作物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9.23万亩。

婴幼儿照护服务：新增托位数615个，全区每千人口
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3.96个，普惠托位占比60%。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完成区级心理健康师生关爱
中心建设，区精神卫生中心开设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
门诊。开展心理健康进校园活动101次，为7888名困境
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辅导。

残疾人关爱服务提升行动：完成3家“渝馨家园”建
设。新增残疾人就业78人，完成149户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康复救助、辅具适配67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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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A级景区棠香人家级景区棠香人家———惜字阁—惜字阁。。

高升镇先进村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

棠香街道五星社区农村旧房整治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