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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社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品质的民生答卷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362万人；

城乡养老保险参
保率巩固稳定在95%
以上；

全市技能人才达
到387万人，全市专技
人才达到190万人；

累计引进优秀紧
缺人才5万余人；

川渝合作 24 项
“跨省通办”事项全面
完成……

这一组组数字，
是我市人社事业迅速
发展的缩影。“十三
五”时期，全市人力社
保系统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围
绕“民生为本、人才优
先”的工作主线，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

攻坚克难、稳中
求进，“十三五”规划
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多个领域取得突破性
进展，重庆人社交出
了一份有温度、有品
质的民生答卷。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社保参保人员基本全覆盖 引进紧缺人才5万余人

稳就业、保就业
全力筑牢民生之基

今年元旦，曾经的贫困大学生桂佳
欣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北碚区人社局
的帮助，让她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减
轻了家里负担。现在的她，觉得生活更
有目标和追求，每天满满正能量！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三五”时
期，市人力社保局将“稳就业”和“保居
民就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头等大
事，统筹推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
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建立

“人社+教育+其他市级部门+高校+区
县”五方联动机制，每年高校毕业生年
底就业率均保持在93%以上。

尤其是2020年，面对疫情、汛情等
大战大考，市人力社保局全力“稳就业、
保就业”。累计帮扶138万名登记失业
人员、65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退捕渔民转产就业率达到100%；全市
城镇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

同时，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
和促进就业的功能作用，家住杨家坪的
市民王月林就是受益者之一。她介绍，
去年失业后，每个月也能领到1000多
元，让她有一个稳稳的过渡期。

据了解，我市失业保险金从“十二
五”末的一类地区875元/月，二类地区
805元/月逐步调整增加到现在全市统
一的1440元/月；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疫情期间中小
企业稳岗返还，累计发放87.3亿元，惠
及职工969万人。

据统计，“十三五”时期，我市城镇
新增就业362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登
记失业率分别控制在5.5%、4.5%的较低
水平。全市76.2万有就业能力、就业意
愿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应转尽转”。

兜住民生底线
织牢社会保障网络

一本户口簿、一张社保卡、一份养

老金，见证了超龄贫困人员“阿妹”的
生活变迁。

68岁的“阿妹”是渝北区古路镇
希望村出了名的贫困户，20多年前
流落至此，一直没有户籍，更没有参
保。

在渝北区社保工作人员和当地
干部、民警的帮助下，“阿妹”顺利办
理了户籍，并参加了超龄贫困人员的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她每月可
以固定拿到一笔养老金。

社会保障兜底的群体，都是需要
帮扶的贫中之贫和困中之困。“十三
五”以来，市人力社保局坚持“全覆
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参
保覆盖持续扩大，社保待遇稳步提
高，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险
体系全面建成并创新发展，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
高。

据统计，“十三五”时期，全市建
档立卡贫困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实现“应保尽保”“应缴尽缴”“应发尽

发”三个100%。
同时，我市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和工伤保险“同舟计划”，社会保险
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老有所
养、失有所助、伤有所保”，发展成果全
民共享。截至去年底，全市城乡养老、
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370万人、548万人和727万人，城乡
养老保险参保率巩固稳定在95%以
上。全市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3545 万人，实现全市参保人群全覆
盖，签发电子社保卡788万余张，更加
便捷利民。

近者悦、远者来
构建优良人才生态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

去年11月21日，2020重庆英才
大会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通过
英才大会，重庆引进紧缺优秀人才
1821名、签约项目267个，引进人才和

项目均创新高。
英才大会其实只是我市大力推进

人才工作的举措之一。“十三五”以来，
我市深入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
动计划，持续完善人才体制机制，实施
巴渝工匠2020计划、英才计划等人才
专项，构建起“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
生态。

累计引进优秀紧缺人才 5万余
人，发放英才服务卡3600余张，提供
各类服务近6万人次……

去年12月10日，第一届全国技能
大赛在广东省广州市开赛，重庆代表
团共派出97名选手，取得4金4银4
铜41优胜的好成绩。

在2019年，我市还高质量举办了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并永久落
户重庆。此前，我市培养的技能人才
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6金7银2铜9
优胜的佳绩。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强化技能人
才平台载体建设，全市技能人才达到
387万人，实施“巴渝工匠”计划，“智
能+技能”人才助力我市打造智造重
镇、智慧名城。

此外，我市建成全国第二个国家
级人力资源产业园，2020年营业收入
超百亿元。全市人力资源服务业从弱
到强、快速发展，机构达1860家、营业
收入达357亿元。去年新招博士后实
现“次年翻倍”，提前完成“倍增计划”。

活力四射的人才队伍，已逐渐汇
集成为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
量。

和谐劳动关系
夯实社会安定基础

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劳动者和
企业利益，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
定。我市坚持“预防”和“处置”双管齐
下，着力治理源头、协商调解、风险防
范、监管排查，有力维护广大职工和企
业的切身利益，夯实社会安定和谐基

础。
“十三五”时期，我市持续开展和

谐劳动关系综合改革试验，落实劳动
合同和集体协商制度，全市劳动合同
签订率维持在95%以上，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结案率保持在92%以上，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保持在60%左
右，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结案率达
到100%。

同时，推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
制向基层一线延伸，全市各级协调劳
动关系机构达到950个。推进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规范化、标准化、专业
化、信息化建设，全市未发生因欠薪等
劳动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切实保障
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
大局。

激活乘数之效
多事项实现川渝跨省通办

川渝两地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
格认证、社会保障卡启用（激活）、社会
保障卡挂失与解挂……从2020年开
始，川渝两地市民办理这些人社业务
时，不再受地域限制，通过“渝快办”等
平台即可网上办理。

据了解，去年4月2日，川渝人社
“云签约”《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川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合
作协议》，建立起“1+N”合作模式。

川渝两地人社部门共签订省
（市）、区县级协议77个，（省市级31
个，区县级46个）双方确定的80项年
度重点工作任务基本完成，24项“跨省
通办”事项全面完成，办成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人社领域“五件大事”，两地
实现便民利民的人社信息化“两地
通”、招聘求职“一点通”、养老保险待
遇资格“就地认”、人才流动档案办理

“零跑路”、社保卡“就近办”。

黄乔

近年来，涪陵区坚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大力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
对废弃露天矿山进行系统生
态修复，加大乡村土地综合
整治和绿色矿山建设，通过
一系列的闭矿治山举措，山
区绿色转型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不少群众感叹：“现在山
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了，发展
却一点没落下。”

修复矿山伤疤
山更绿水更清

涪陵地处长江、乌江交汇处和三
峡库区腹心地带，生态区位敏感，保护
好长江生态，既是涪陵肩负的政治责
任和历史重任，也是推动自身绿色转
型发展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中
小矿山破坏周边生态环境问题，涪陵
区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不
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一方面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强化国土空间和用途
管控；另一方面，加强对非煤矿山的有
序退出，投入资金2.9亿元，关闭了生
态敏感区18家非煤矿山。

在全市率先开展剩余砂石处置的
探索，建立工程建设开挖剩余砂石资
源的合理利用工作机制，多部门联合
制发了专项工作方案，充分依托国有
企业开展剩余砂石处置，成功处置剩
余砂石2宗，收益约1.5亿元，杜绝了
工程建设违法开采和私自销售砂石资
源的乱象。

同时，对废弃露天矿山进行系统
生态修复，科学编制“一矿一策”，在全
国率先落实了矿山“代为修复制”，在
矿山企业拒不履行或因故无法履行修
复义务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代义务人
实施生态修复，修复过程中产生的相

关费用由义务人承担，从根源上破解
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执行难问题。

近两年来，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的支持指导下，市区统筹生态修复资
金2.32亿元，共完成392.2公顷长江
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任务，
占全市修复总量的17.71%，修复（治
理）面积居全市第一，不少昔日的矿山
伤疤摇身一变，成为一道独特的绿色
风景线。

在中化涪陵化工公司南岸浦厂区
的后山，曾经有一个已经堆砌成小山
头、总体量达1800万立方米的磷石膏
工业废渣堆积库，由于距长江直线距
离不到1000米，成为一个影响长江生
态环境的环境安全隐患。

为了治理好这个磷石膏库，2019
年，中化涪陵化工公司南岸浦厂区全
面停产之后，累计投入1.55亿元，对这
个露天磷石膏库进行系统生态修复，
共完成磷石膏库780亩的覆膜、覆土、
复绿和排洪疏水系统等工程。

沿着梯道走上这座磷石膏库，看
到整个磷石膏库的顶部是一片数百
亩大小的平整地块，上面栽种了青
草，放眼望去，就是一片大草坪。目
前，该区域已被纳入片区城市设计进
行整体规划，拟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城
市生态休闲公园和生态环境教育实
习基地，使其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建智能化绿色矿山
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涪陵是重庆主城都市区重要战略
支点城市，承担支撑“一区”、辐射带动

“两群”的重要作用，发展任务繁重。
作为城市建设等的基础支撑，符合规
划的大型矿山如何走好绿色高质量发
展路子，成为考验涪陵执政者的一道
必试题。

从2018年起，涪陵区认真贯彻实
施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计划，制
定了《重庆市涪陵区实施绿色矿山建
设工作方案》，成立了绿色矿山建设领
导小组，构建起绿色矿山建设联席会
议制度，明确了工作任务、落实了工作
责任。

位于涪陵区百胜镇百兴村的大业
科技集团所属张家湾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山，从厂区门口进入，栽满花草的精
致花园一直延伸到碎石车间，入眼所
及，完全没有过往“烟尘漫天”的旧有
矿山印象。

“我们以绿色生态智慧为目标，投
资12亿元建设了这个智能化绿色矿
山。”大业科技砂石事业部总经理程军
辉介绍，硬化了矿区主干道，加上矿
区、工业广场道路增设的自动喷淋设
施，洒水车的24小时不间断道路冲洗
等措施，有效控制矿区扬尘扩散。碎

石车间则是完全的封闭式厂房，建设
有收尘系统、喷淋系统、污水循环管网
等设施，基本实现了污水的“零”排放，
粉尘、噪音的检测达标。

“在很容易产生烟尘的钻孔作业
方面，我们也是投入巨资，引入了湿式
钻孔作业，通过专门的喷洒装置，保证
烟尘不外扬；爆破环节，则采用新型的
数码雷管，逐孔延时爆破，避免了过去
集中爆破产生的大量烟尘和噪音震
动。”程军辉说。

据统计，近两年来，涪陵区累计投
入8000余万元，完成了14家大中型
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任务，共建设
矿区工业广场10万余平方米、硬化矿
区道路1万余米、栽植树木8.1万余
株、密闭车间15万余平方米、绿化面
积4.3万余平方米、复垦复绿8万余平
方米，圆满完成了市里交予的绿色矿
山建设任务。

土地连片整治
“巴掌田”变宜耕地

涪陵地形地貌以山区丘陵为主，
乡村成片、连片土地少，成为制约当地
农业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加快丘陵地
区农业绿色发展步伐，涪陵区统筹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整治，对山区零星、分
散土地进行大规模整治，完善路、沟、

池、凼等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的农业生
产条件，使“巴掌田”变宜耕地，推动了
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

涪陵是世界闻名的“榨菜之乡”。
涪陵区江北街道李寺村，站在山坡上
放眼望去，虽是冬日时节，但成片的田
地里仍然满是绿色，榨菜原料青菜头
长势良好，用不了多久就要批量上市
了。

“今年，我的收入肯定要翻番。”
李寺村3社的卢嘉庆种植青菜头多
年，今年收入能有如此大幅度的提
升，他说这都是土地整治的功劳。

“江北街道是青菜头种植的优势
区域，我们想通过土地整治，进一步推
动产业提质增效，带动更多农户增
收。”涪陵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李寺村的土地整治项目于
2018年11月正式启动，2019年6月
竣工验收，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整
治土地537公顷。通过整治，原本零
星分散的“巴掌田”变为了大块的宜耕
地，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田块变大了，方便了机械化生
产，我就专门买来了拖拉机，耕作效
率是大幅提高。今年我将青菜头的
种植面积扩大到60余亩，预计可收
入30万元，收入自然增加了。”卢嘉
庆说，以前他种有30多亩，一到砍收
青菜头时就忙得不可开交，有时还
找不到工人搬运。现在，通过土地
整治，三轮车能直接开到田边地头，
方便了运输。李寺村在实施土地综

合整治后，像卢嘉庆这样的种植60
亩至120亩左右的大户就有5户。

实际上，随着涪陵大规模土地综
合整治的持续深入推进，这样的场景
是越来越普遍。大顺乡大田村等3个
村正在实施总投资5063万元、面积达
404.13公顷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
试点项目，将显著改善当地农村三生
空间，推动“稻田＋、旅游＋、生态＋”
发展，助力大顺乡村振兴。

“十三五”时期，涪陵区共实施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74个，投入资金
5.4 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 26.3 万
亩，新增耕地2.71万亩，为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土地整治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涪陵区“十三五”时
期土地综合整治所取得的成绩值得充
分肯定，希望继续做好“土地整治+”
文章，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
之路。

生态文明建设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来不得半点松懈。“十四五”时
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
征程中，涪陵区将深入践行“生态兴则
文明兴”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好用活“两山论”，
走深走实“两化路”，继续谱写区域绿
色发展新篇章。

刘玉珮 朱建川
图片由涪陵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供

涪陵区龙潭镇新乐村土地整治项目土地平整初见成效

涪陵 生态优先出实招 绿色发展焕新颜

涪陵区大业建材公司绿色矿山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