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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装得下“公文包”，也容得下
“扁担挑”，上班的市民和进城的农
民在同一趟列车里相互礼让、彼此
尊重——这是重庆轨道交通4号线
上的日常场景。

渝北区石船镇的菜农们过去在
镇上卖菜，镇上人少，菜卖得慢，菜
价也低。轨道交通 4号线开通后，
菜农们发现，市区的菜价高一点，便
背着背篓或肩挑竹筐，坐上地铁进
城卖菜。

而市民和站点工作人员并未
抵触。市民们表示理解，工作人员
还优化安检措施、加强线路引导，
让菜农们有序进站。渐渐地，坐地
铁去市区卖菜的菜农越来越多，这
条地铁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背篓
专线”。

为了方便菜农出行，相关部门
在 4号线石船站拓宽了便民梯道、
加装了太阳能路灯。重庆市还专门
设置“防空洞背篓菜市场”，每个周
六给菜农们提供固定摊位。“坐4号
线进城很方便，一筐菜比在镇上能
多卖近百元呢。”石船镇重桥村菜农
范婆婆说。

细节之处彰显民生保障的温
度。一件件温暖人心的小事，汇聚
成了民生为大的“巨流”。

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四座山
脉纵贯全城，山城、江城的地貌让重
庆道路复杂、部分区域道路狭窄，群
众出行常常要爬坡上坎，如何提升
交通的通达性和便利性？

修建楼梯、电梯连接主干道，优
化通道线路减少绕行时间，重庆对
数十个中心城区轨道站点步行便捷
性进行提升改造，让群众乘坐轨道
交通省时省力；推出针对老年人赶
场的专线公交、通过微信小程序预
约的“响应公交”、直接开进社区或
医院的“小巷公交”……特色公交服
务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

北碚区市民秦世春说：“原来我
们小区附近不好打车，也不方便坐
公交车。步行至最近的公交车站需
要10多分钟。有了3561路‘响应公
交’之后，我们在小区门口就可以坐
上公交车，大家感受到了实实在在
的便利。”

统筹高效利用各类资源，以高
质量的民生建设，为群众营造高品
质的生活空间。

走进大石坝街道忠恕沱社区，
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社区展
现在眼前——曾经略显破旧的街道
如今整洁有序，翻新的居民楼外墙
色彩温馨；街角的小花园里，绿植繁
茂，老人们悠闲地晒着太阳，孩子们
嬉笑玩耍；崭新的社区服务中心人
来人往，各类便民服务和文化活动
在这里热闹开展。

作为首批“重庆市优质15分钟
便民生活圈”，忠恕沱社区居民们步
行15分钟内，就能满足购物、就医、
教育、休闲娱乐等各种生活需求。
但谁能想到，这个社区几年前还是
个场地狭小、配套不足的老旧社区。

从不便到便民的“秘诀”，在于
江北区将“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与城
市更新、民生建设深度融合，因地制
宜为忠恕沱社区规划了“商业综合
片区”“教育医养片区”“特色文旅片
区”——社区联动周边商圈，积极引
入各类商家，丰富商业业态；与附近
医院合作，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站的
健康理疗、日间照料、养老助餐等功
能；挖掘社区的历史文化底蕴，将老
厂房改造成特色咖啡馆。

年近70岁的社区居民李训说，
以前社区虽在中心城区，但道路不
畅、设施老旧、空间不足，生活并不
方便，“如今，社区漂亮了，周边商
场、医院、学校等啥都有，我现在
主要任务就是养好身体、享受晚
年生活”。

今年，重庆市计划出台“15分
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规划导则、建
设指南，建成 14个宜居宜业、便捷
和谐的高品质生活圈，启动50个城
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试点，建设

“渝邻汇”社区综合服务体20个，建
成公共文化新空间70个。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在重庆，
党委政府正持续用更多的财力物力
保障民生、以更精准更细致的举措
改善民生，一件件民生实事，凝聚成
一本本滚烫的民生账本，描绘出一
幅幅暖心的民生图景，让百姓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民生为大民生为大””的重庆答卷的重庆答卷

这是4月18日拍摄的重庆城市景观（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菜农乘坐被称为“背篓
专线”的重庆轨道交通4号
线，前往重庆城区的菜市场
售卖农产品（2024年3月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居民和小朋友在江北区大石坝街道忠恕沱社区的一口袋公园休闲、玩
耍（2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国军
张桂林 周凯 田金文

行走在山城重庆，不
仅有两江环绕交汇的澎
湃、轻轨穿楼而过的奇景，
透过大街小巷、百姓生活
的不同“窗口”观察，“中国
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理
念无处不在。

看力度，从老旧小区
改造，到扩就业促增收，以
每年更新的15件重点民
生实事为引领，全力提升
“惠民有感”含金量。

看精度，从增加教育、
医疗资源供给，到关爱“一
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在问
计不同群体、细化民生举
措的过程中，解决百姓“急
难愁盼”问题。

看温度，从“背篓专
线”“扁担轮渡”，到打造
“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
圈”，于衣食住行细微处，
持续增强公共服务的普惠
度、包容性。

“党和政府的一切工
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
更加幸福的生活。”在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征
程中，山城重庆突出“民呼
我为”，聚焦“急难愁盼”，
努力把惠民生、顺民意、暖
民心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奋力交出一份高分民
生答卷！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
社区，创意十足的街边景观与乡愁浓郁的
老式建筑巧妙融合，清新文艺的特色小店
与配套齐全的服务设施相得益彰，熙攘的
游客、忙碌的创业者、闲适的居民各有所
乐，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和幸福感。

两年多前，民主村社区还是另一番景
象：100多栋老居民楼中最长房龄超过 70
年，年久失修、环境脏乱，与周边商圈格格
不入，群众怨言多，不少居民搬走了。

变化源自重庆近年来大力实施老旧小
区改造这一重点民生实事——既改“面子”
又改“里子”，着力盘活资源注入新产业、引
入新主体，增强老旧小区活力和宜居度。

2023年 4月，改造一新的民主村蝶变
成了“居民新家园、商圈新纽带、创业新天
地”，源源不断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在新建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书法班、
绘画班、合唱队等兴趣小组，让老居民生活
丰富多彩。“现在不仅是舍不得走，好多搬
离了的老同事又回来了。现在社区漂亮又
方便，我们排练的节目经常在小广场展示，
很多游客给我们点赞，大家都很高兴。”78
岁的居民逢初处说。

民生为大，体现在更大力度保障和改
善民生。近年来，重庆市每年接续办好15
件重点民生实事，既有群众最关心的就业
医疗教育等问题，也有城市品质提升、保障

地下空间安全等群众身边事，尽心尽力把
老百姓身边的一件件大事小情解决好，以
此撬动更多资源投入到民生领域。

公园是群众休闲的重要的公共空间，
作为山城，重庆在公园建设上面临空间小、
用地缺等问题，怎么办？近年来重庆市充
分利用废弃地、边角地等区域，在社区、学
校、公共交通站点等周边建设“口袋”公园，
让更多市民能够“推门见绿，移步入园，转
角见美”。

阳春三月、百花争艳，两江新区木桃路
社区公园因靠近铁路，形成了“开往春天的
列车”的独特景观，引来不少市民拍照。“过
去这里是个建筑弃渣场，社区周边没有休
闲的地方。经改造变成了高低错落的山地
公园，儿童乐园、健身步道、饮水等设施都
有，我们现在散步健身有了好地方。”住在
附近的邹女士满意地说。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见缝插绿”、文脉传承、功能植入等方
式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
优先选址在公园绿化活动场地覆盖不足的
区域，同时注重人文关怀，着力为老年人和
儿童提供舒适安全、有乐趣的活动场所。

2024年，重庆市建成 100个“口袋”公
园、10座体育公园，完成 100座公园适老
化、适儿化改造。今年，重庆市还将建设
100个口袋公园和10座体育公园。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重庆作为大城大
乡并存的直辖市，如何让进城务工者等重
点群体充分就业？

江北区鱼嘴镇的工业园区聚集了大量
制造业企业。针对部分制造业企业招工用
工短期灵活、公租房小区住户多为产业工
人的特点，江北区将鱼嘴镇零工市场设在
公租房小区门口，促进劳务供需无缝对接。

不久前，鱼嘴镇棠富园公租房小区的
居民王含就通过零工市场找到了工作。她
告诉记者：“我是去年3月从外地辞去工作
返乡的，之前也在网上投过简历，但一直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看到小区门口的零工市
场，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记了相关信息，
结果很快就收到了一家企业的入职通知。”

鱼嘴镇零工市场负责人介绍，零工市
场一方面走访摸排企业用工需求，一方面
调动社区、物业及网格员力量，收集居民就
业需求，推动劳务供需信息由“散”到

“聚”。2023年，江北区将零工市场建设作
为促进灵活就业的新路径，已建立 3个区
级零工市场、127个零工就业站点，累计提
供服务3.8万余人次，实现就业9000余人。

一组数据彰显了重庆民生保障的力
度：2024 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620个，加装电梯 1400余部，完成城市危
旧房改造 7043户；城镇新增就业 71.9万
人，新增留渝来渝青年 34.5万人，95万低
保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新增公
办园托位1.6万个、基础教育学位8.4万个、
护理型养老床位 1.3万张，建成山城步道
90公里、山城绿道157公里……

民生工作怎么干、干得好不好，群众
最有发言权。只有听民声、问民计、顺民
意，民生实事才能办到群众心坎上。

如何把社区改造好、管理好？民主村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伍成莉感慨：用好

“民主”这把钥匙，解锁“民生为大”这张答卷。
“我们建立了社区党委、社会单位和

组织、物业公司、居民和商户‘四方议事’
机制，累计召开30余场次议事会，收集

居民更新改造意见建议 400余条，
尽力让每一件事都得到群众认
可。”伍成莉说。

过去的民主村社区，有
一批补鞋、剪发、修理等手
艺人，为大家提供各种服
务，后来随着城市建设变
迁，成为流动摊贩，带来占
道经营、阻碍交通等难题，
怎么管理？

民主村社区党委、九龙
坡区城市管理部门与居民

们多次协商，认为这些手艺
人在民主村待了半辈子又提供

了民生服务，不应该离开。于是
决定在社区一处空地建设“惠民巧匠

坊”，提供固定摊位让他们合法规范经
营。如今“小黄皮鞋匠”“张三剪发”等摊
位成了民主村的特色风景，这些手艺人们
还时常开展志愿服务参与社区共治。

民生为大，群众急难愁盼的每一个问
题，都是党委政府工作的大事，需要精准
发力、靶向施策。

在重庆三峡库区腹地的大山深处，丰
都县包鸾镇“鸾妈妈”青少年家庭教育互
助会的兴趣课堂，每个周末如期举行。绘

画、趣味游戏、户外运动等丰富活动受到
239名参会孩子的欢迎。

“以前没有家教互助会的时候，周末
做完作业没什么事情做，感觉很孤单。现
在这里的活动可好玩了，还有很多小伙
伴，我特别喜欢这里。”13岁的玲玲说。

玲玲在包鸾镇中心小学校读六年级，
父母在外务工，平时主要由外婆照顾。包
鸾镇家教互助会志愿者郎艳介绍，家教互
助会除了开设孩子喜欢的各种兴趣课程，
还会把孩子在互助会的上课照片和成长
情况发到家长群，并定期举办家长家庭教
育能力提升班。很多在外务工的家长在
群中留言说，有了家教互助会，再也不用
担心孩子假期没有去处、没人照看了。

作为劳务输出大县，丰都县85万户籍
人口中近 27.5万人外出务工，像玲玲这样
的留守儿童有9400多人，成为外出务工父
母的牵挂。

为让在家孩子舒心、在外家长放心，自
2022年起，丰都县探索建立覆盖全县的“青
少年家庭教育互助会”，将在家家长、学校
老师、志愿者等组织起来，通过互帮互助为
留守儿童、缺少照料的儿童等未成年人群
体构筑一个“新家”，补齐家庭教育短板。

目前，丰都县已成立“青少年家庭教
育互助会”县级联合会1个、乡镇（街道）及
城市社区互助会41个，入会家长会员1.02
万名，吸引 9000多名儿童参会，其中留守
儿童7300多人。

不止是家庭教育，在重庆，市、区县两
级政府已连续多年将关爱青少年列入重
点民生实事，持续在中小学开展青少年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实施“童心相伴”困境留
守儿童关爱服务项目。截至去年底，建成

中小学生心理辅导室4030个，“童心相伴”
项目惠及16万儿童……

青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之源。来到
一座城市就业创业，租房难、租房贵是很
多青年人、新市民面临的首要难题。

“这里有健身房、书吧等公区，房间家
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门口又有轻轨站，
每月租金也比周边同类型房屋便宜三四
百元，看了之后很快就签约入住了。”在九
龙坡区重庆佳寓华成路店，租户张雪飞满
意地对记者说。

张雪飞是某高校博士生，去年底从国
外交流回国，正当他为租不到合适的房子而
发愁时，刚投用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佳寓华成路店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佳寓华成路店原本是一栋闲置几年
的商品房。去年 3月，重庆嘉寓房屋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该栋商品房，将其改造
成了104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除了配套好、交通便利外，保障性租
赁住房租金低于周边同品质房屋，此外我
们还针对青年人、高校毕业生等主要客户
群体特点，推出了免押金、搬家补贴等优
惠政策，去年 10月底开业到现在入住率
87%。”佳寓华成路店店长马文郡说。

以优先盘活存量土地和房屋为主、适
当新建为辅的思路，重庆市累计筹集约
29.1万套（间）保障性租赁住房，让约39万
名新市民、青年人住得安、留得下。

建成投用158个“劳动者港湾”示范点，
为近200万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地”；建成

“渝康家园”1800余个，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
社区康复服务；建成老年食堂1695家，成功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113个……

此心安处是吾乡，民生的背后是民心。
从稚子幼童到耄耋老人，努力精准满足不
同群体的民生诉求，尽力让每一颗心灵都
有所归属，是重庆这座超大城市构建全龄
友好社会的目标和追求。

解民忧的精度： 靶向破解“急难愁盼”

暖民心的温度： 宜居生活可感可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