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辍保学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

“等我毕业了，就能找工作为家里
减轻负担了。”这几天，在永新中学读初
三的李明（化名），正琢磨着6月份毕业
后去区职教中心学习哪门技能。

而在此前，李明曾因家里给的生活
费太少，和母亲闹了矛盾，一气之下辍
学去打工。2019年10月，綦江对贫困
户家庭学生进行再次摸排，了解这一情
况后，区教委和永新中学多次去李明家
走访，劝其返校入学。

原来，李明家庭收入微薄，仅靠父
亲一人在外务工，母亲文化程度不高，
还有一个患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弟弟。
为此，永新中学为李明解决了食宿问
题，并按照政策每月发放生活补助。

解决这一问题后，李明于当月返
校，班主任李老师用课余时间为其补
课，李明渐渐把落下的知识点补了回
来，赶上了其他同学的进度。

义务教育有保障是“两不愁三保
障”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也是教

育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重要根基。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綦江着眼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和巩
固率提升，不断强化“控辍保学”措施。

为此，綦江区教委创建了“区级部
门、镇、村、帮扶责任人、学校、家庭”等

“六位一体”的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动态
监测适龄儿童入学、举家外出学生信
息，在畅通联系渠道的同时做好学籍跟
踪建档。

同时，綦江精准清查辖区适龄未入
学残疾学生，并制定“一人一案”送教措
施帮助他们接受教育。对具备行动能
力学生采取“特殊学校就读、就近跟班
就读+爱心教师辅导”机制；对不能到校
就读的提供“送教上门”对随父母外出
的重度残疾学生开展远程教育服务，选
派教师开展生活自理、社会适应能力和
提高未来生活品质必备的学科基础知
识教育。

通过“百校千师大家访”“千名干部
职工大遍访”“万名学生大排查”等活
动，綦江实现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100%入学，全区残疾学生到校入学率
94.2%，其中，11名建档立卡残疾学生

就读特殊学校，另对13名重度残疾学
生实施“送教上门”、1名重度残疾学生
实施远程教育，实现了建卡贫困户适龄
残疾学生100%接受义务教育。

贴心资助
解决困难家庭后顾之忧

“非常感谢，以后娃儿再也不用跑
到人家屋头去学习了。”3月底，郭扶镇
同心村村民赵年（化名）的两个女儿均
在同心村小读书，因为经济不宽裕，家
里唯一的手机是老年机，也没有电视。

正当赵年为孩子如何上网课发愁
时，区教委及时进行资助，为他送来了
智能手机、电话卡和电视机，并免费安
装了WiFi。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
阴……”学会怎么运用APP回看教学
直播后，大女儿赵红（化名）迫不及待地
学习起来。她说会听老师和父母的话，
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像资助赵年家庭一样，綦江在严格
执行上级资助政策的基础上，对贫困家
庭学生基本就学费用进行兜底资助，并
将资助服务做到心贴心，确保全区各学
段贫困学生资助不漏一人。

“辛苦你们跑这么远，对我的帮助
太贴心了。”3月13日，在三角镇后坝
村，区教委工作人员一边认真核对学生
身份信息，一边叮嘱开卡的注意事项，
并将学费资助卡交到学生手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贫困大
学生回到老家后，无法及时领取新学期
的学费资助卡。为了不影响学生正常
学习，区教委组织工作人员，为部分偏
远地区的学生送卡上门。

统计显示，2019年全区共落实资
助资金4692.98万元，资助各类贫困家
庭学生54630人次，实现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全覆盖。全区已健全了从学
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
无一例适龄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在綦江区就读
的区外户籍贫困学生，綦江全部按区内

资助政策实施资助，并对1041名綦江
籍区外就读贫困生，开展“一期一联”行
动逐一去函就读地学校，落实专人及时
沟通、协调了解贫困学生的资助情况，
建立了长效的跟踪落实资助制度，确保
应助尽助。

均衡资源
不仅“有学上”还要“上好学”

“我1989年参加工作就到了这里，
今年就是第31个年头了。”李祖平见证
了郭扶镇高青学校方方面面的变化。

“以前，一到冬天就冷得受不了，孩
子们写字的手被刺骨的寒风冻得通
红。”李祖平回忆说，现在每间教室都安
装了取暖设备，学校各个功能室设备设
施齐全，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整个
校园焕然一新。

近年来，綦江注重教育薄弱环节改
善与能力提升，加快乡村小规模学校和
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充分考虑农村山
区学生入学交通成本、教学质量、科学
管理等情况，合理布局乡村学校。全区
新建、改扩建学校各类楼栋68座，建筑

面积24.29万平方米，总投资5.39亿元。
“有了图书室，就能看很多漫画书

了，太棒了。”三年级学生何焱（化名），
一直很期盼有更多的课外书籍可以阅
读，新图书室建成后，她就可以畅游在
知识的海洋里。

在距离綦江城区最远的大罗学校
云阳村小，新教学楼的修建正在稳步推
进，这所横跨渝黔两地的村小即将拥有
设施先进配套齐全的功能室。

为了让学生接受更好的义务教育，
綦江不仅在硬件上下功夫，也注重软件
提质，培育优秀的师资队伍。据统计，
綦江共有教学点35个、140个班、学生
2270 人、寄宿制学校 57 所、寄宿生
11002人，切实保障了学生“有学上”

“上好学”。
2014年至今，綦江严格落实乡村

教师补充、培养和待遇有保障，乡村学
校补充教师近700人，每年定向培养50
名小学全科教师和10名学前教育公费
师范生，根据艰苦、边远、高寒程度，按
期发放乡镇补贴、农村教师津贴和乡村
教师岗位生活补助，最高额每人每月达
1350元，让乡村学校“留得住好老师”。

吴长飞 覃宁波

永新镇三会学校，学生展示在志愿者老师指导下绘制的脸谱 摄/陈星宇

4 月 10 日，綦江
区扶欢镇民主村的小
学生杨星（化名），和
父亲一起来到场镇购
买书包和文具。受益
于脱贫攻坚“义务教
育有保障”相关政策，
上学期因心脏病引起
并发症不能入学的杨
星，经过治疗后身体
恢复健康，得知重庆
将分批有序开学的消
息，他盼望着早点回
到学校上课。

新一轮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綦江区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地位，将教育扶贫作
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
策，全面展开教育扶
贫工作，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贡献教育力
量。

近年来，綦江的
教育事业不断取得进
步，各项发展指标均
达到“义务教育有保
障”相关要求，全面实
现了“义务教育有保
障”的目标。在2019
年市对区的考核中，
更是取得了教育扶贫
“零差错”的好成绩。

綦江全面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
不仅“有学上”，还要“上好学”

疫情防控期间，工作人员为困难家庭学生送去网络学习终端 摄/成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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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更精细、更智能、更有温度

重庆加快建设“近悦远来”美好城市

我市城市管理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发挥“三个作用”
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
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
以城市综合管理提升行
动为总揽，提高城市治
理效能，深化“大城三
管”，强化“马路办公”，
实施“七大工程”，加快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实现了城市管理工
作水平和市民满意度的
“双提升”。

精耕“大城三管”提质量

“城市管理应像绣花一样精细。”近
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推进“大城细管”，城市精细化管理
不断深化。

据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管理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编制施行16项行业标
准和12项地方标准，《智慧城管信息系
统技术规范》《超高层居民住宅供水运
行维护规范》《重庆市公共直饮水系统
运行管理规范》等标准均属国内首创。
去年11月，《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
例》经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2020年3月1日，该条例正式实
施。

智慧城管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
内容，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我市在全国率先完成县级
及以上数字化城管平台全覆盖，率先实
现市县两级平台互通、数据共享。率先
发布《智慧城市管理指导意见》，将全市
2400多座重要市政设施纳入云端管
理，推广普及智能渣土监督管理系统、
视频智能抓拍系统等智能应用，城市照
明智能控制系统建成率90%。

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2019
年新型智慧城市十大典型示范案例中，
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榜上有名。

在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智管的同
时，我市持续完善城市管理共建共治共
享，深入推进“大城众管”，城市人性化
管理不断优化。

去年以来，我市深入推广实行“五
长制”（即街长、路长、巷长、楼长、店长）
和“门前三包”责任制，主城区商户累计
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16.6万份，打造

“门前三包”示范道路20条；成立“城市
提升”志愿服务队伍112支，累计招募
志愿者4500余人；打造集“问题投诉、
立案派遣、核查反馈、奖励兑现”为一体
的“百姓城管平台”，打通市民参与城市
治理的全流程渠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城市

治理中来，市民对城市的自豪感和归属
感油然而生。2019年年度民调显示，
重庆市民对城市管理满意度达到92.9
分，创历史新高。

优化“马路办公”增效能

春光烂漫，正在九滨路散步的市民
刘春怡然自得。“各种拦路违章搭建、违
规广告牌不见了，道路亮出来了，整个
环境都干净整洁，多亏了‘马路办公’。”
刘春说。

原来，在去年的一次“马路办公”
中，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发现，九龙滨
江广场本是市民休闲娱乐观景的好去
处，却因部分餐馆违建、废弃的广告设
施等影响长江景观，市民出行都要绕道
走，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为此，去年10月中旬，九龙坡区城
市管理局联合谢家湾街道，对九龙滨江

广场沿线，九滨路和文化七村存在的乱
搭建、占道经营、违规设置广告、违法建
筑等居民多次投诉并存在安全隐患的
问题进行了彻底整治。在拆除违章搭
建、违规广告后，原来被违建侵占的公
共绿地和人行道也分别进行恢复。

九滨路的变化是我市城市管理工
作“马路办公”的一个缩影。

2018年以来，我市全面推行城市
管理“马路办公”，坚持以路为岗、包责
连片，“发现问题在一线、研究问题在一
线、解决问题在一线”。

如今，“马路办公”在我市已蔚然成
风，平均每天全市有170个由各级领导
干部带队的巡查组走上马路查治城市
管理问题。“马上就办”成为制度，小问
题及时整改，大问题追踪治理，复杂问
题挂牌督办，实现99%以上问题按期整
改；“办就办好”形成机制，专项治理面
上问题，定点攻坚热点难点，“马路办

公”实现常态长效。
据统计，2018年以来，截至2020

年3月底，全市“马路办公”累计发现、
交办、督办问题41.1万个，整改问题40
万个，问题整改率97.4%，4957个热难
点问题得到解决。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继续强化问题导向，在常态化、
机制化上下功夫，做到发现问题交办

“不过夜”，接办问题受理“不推诿”，整
改问题处置“不拖延”，把“马路办公”打
造成重庆城市管理的金字招牌。

实施“七大工程”美家园

“过去出门见荒坡，现在出门是公
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发现，部
分夹在建筑之间、荒废的小块土地上，
建起了一个个“小而精”的社区公园。

城市环境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体现着城市管理者的品位和追
求。围绕城市“增颜值、提气质”，去年
以来，我市强力实施“七大工程”，用
778个重点项目为城市梳妆打扮。

通过实施“治乱拆违”，乱停车、乱
摆放、乱刻画等行为大大减少，营造了
良好的城市秩序；实施“街净巷洁”，使
城市街面干净整洁，背街小巷里的家园
成为最近的“远方”；实施“路平桥安”，
给道路做“手术”、给桥梁做“体检”，市
民出行更加安全方便舒适；实施“整墙
修面”，拆除广告、规范店招、清洗幕墙，
让城市空间更加清爽通透；实施“灯明
景靓”，照亮市民回家路，提升“两江四
岸”灯饰景观；实施“江清水畅”，清理江
河漂浮物，确保长江母亲河一江碧水向
东流；实施“城美山青”、绿色打底、立体
绿化、山体彩化、滨江生态修复，筑牢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

去年以来，我市实施“增绿添园”项
目122个，建成综合性公园24个、社区
公园53个、街头游园35个、滨河及其他
公园10个，公园覆盖面和服务能力大
幅提升，基本实现市民“15分钟入园”；
实施城市园林绿化品质提升，推进立体
绿化、生态绿廊、滨江生态修复，成建设
项目236个、面积966万平方米；推动
园林创建工作，新增城市绿地2688万
平方米，绿地管护优良率95%，古树名
木保护率保持100%，基本做到“推窗见
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新建改建路
灯4.6万盏，消除暗盲区1280处，城市
灯光照亮市民回家路；新增公厕390
座，加强456个公共直饮水点规范管
理，建成环卫爱心驿站1415个，覆盖7
万余名城市管理一线工人，为劳动者提
供了温暖港湾……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持续聚焦“干净整洁有序、山清
水秀城美、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目标
要求，以深化“大城三管”为抓手提高城
市治理水平，持续开展城市综合管理提
升行动，让城市管理更精细、更智能、更
有温度，努力将重庆建设成为“近者悦，
远者来”的美好城市。

张锋 盛志信
图片由市城市管理局提供

美丽的山水重庆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