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
任
落
实
任
务
落
地

大
足
﹃
创
卫
﹄
描
绘
新
画
卷

2017年6月，大足区全面启动创建“国家卫生区”
工作。

自“创卫”工作启动以来，大足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坚持治理与建设并重、软件与硬件结合、城市
与乡村同步，将创建“国家卫生区”作为区第二次党
代会向百万大足人民作出的庄重承诺，作为贯彻落
实“健康中国行动”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为创建“国家卫生区”，大足区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是加强领导，建立责任体系。一是成立了大足区
创建国家卫生区指挥部，顶格配备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指挥长、11位区领导
任副指挥长，下设1个综合组、8个专项工作组。二是
印发创卫实施方案和任务分解表，分解创卫责任8大
项、141小项，各专业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19个。区
政府与部门、街道，街道与社区等逐级签定目标责任
书，严格落实“清单制+责任制+销号制”。三是将创
卫工作纳入区委、区政府对相关镇街、部门经济社会
发展实绩考核，实行月考核、月评比、月排名，每月将
考核结果在区级媒体公布。

其次是齐抓共管，确保任务落地见效。一是全
民宣传动员。坚持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引导群众广
泛参与，培养群众良好健康习惯。在报纸、电视、网
络、广播等媒体设立专栏，播发稿件760余篇。二全
面整改问题。结合国家和市级暗访反馈问题，举一
反三开展 3次拉网式排查，发现并整改具体问题
1142个。大足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全区累
计通过“马路办公”解决问题1.1万余个。三是全力
督导推进。邀请专家培训、指导30余次，不断吃透
标准要求、提高工作水平。实行区级领导联系社区
制度，21位区领导分别联系39个社区，定期调研、督
办、协调具体工作。

第三是建管并重，切实改善城乡环境。一是加大
建设投入。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区域、薄弱环节，
整合各类资金，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卫生整
治投入力度。二是强化综合整治，着力推进城市形象
品质和市民满意度双提升。三是抓实常态管理。深
化大城智管、大城细管、大城众管，实施环卫保洁网格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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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是体现一

座城市文明程度和

综合功能的重要标

志。“国家卫生城市

（区）”是全国重要的

城市品牌之一。1

月6日，从全国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传

来好消息，经过评审

和公示，大足区等全

国120个城市（区）

被命名为“国家卫生

城市（区）”。

大足因大足川

（今濑溪河）而得名，

取意“大丰大足”。

大足位于重庆西部，

地处成渝腹心，是成

渝中线上的重要节

点、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上的一颗明珠、联

动渝西川东的桥头

堡、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中的国际知名

旅游地。拥有世界

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是中国西部五金之

都，也是国内重型汽

车的摇篮。

“国家卫生区”

的创建，成为加快建

设“富足大足 美丽

大足 幸福大足”的

重要载体、提升城市

文明程度的重要抓

手、优化发展环境的

必然选择、提高人居

环境质量的现实需

要。而高品质环境

也为市民带来了更

强幸福感和更高满

意度。

足足足
成功晋级“国家卫生区”

卫生彰显文明程度 健康带来幸福生活
“创卫”这几年，大足区城市更大更美了，建成区面积由36平

方公里扩大到54平方公里。不只是城区面积扩大了，城市环境和
功能服务也持续提升，带给市民的是高品质生活和更强的幸福感。

64岁的卓碧芳是四川峨眉人，因为照顾孙子来到大足，这一待，就
是9年多。对于大足近些年的变化深有感触。“大足真的是一个非常宜
居的城市，绿化特别好，公园也多。”卓碧芳说，“光我们小区旁边就有三
四个公园，每天吃完饭和家人去散散步，环境漂亮，心情也舒畅。”

最近才开园的香国公园位于濑溪河与化龙溪交汇处，占地约
1300亩，以大足历史文化、海棠文化为主线索，融入海绵城市理
念，运用建筑、山石、水体、植物、灯光等景观元素，打造集休闲、旅
游、娱乐、商业等功能于一体的市民综合性公园，已成为打卡大足
的新“网红点”。“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个公园的进度，今天一大早就
带着家人过来了，真的是太漂亮了。”市民王勇说，“看到家乡越来
越漂亮，打心眼里高兴。”

24岁的田慧来自湖南，是棠香街道的一名西部志愿者，来大
足工作仅仅几个月，就几乎跑遍了大足城区的每个角落。“干净整
洁的街道和城市绿化让我印象特别深。”田慧坦言，虽然时间不长，
但她非常喜欢大足，“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心中‘美好
城市’的真实写照。”

大足乡村面貌变化同样很大，其中因为乡村公路修得好，大足
被评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区（县）。棠香街道居民邢波对四通
八达的乡村公路印象深刻，“我经常开车到各个镇街去办事，看到
一条条新修的农村公路，很是惊讶，修得太好了。”

2019年，大足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建成投用，不仅承担园区内
入驻企业排放的废水量，还处理部分万古场镇的生活污水，其大规
模的污水处理能力有效地缓解了原污水处理厂满负荷甚至超负荷
的运行常态，极大地改善了周围水体环境，保障了周边居民良好的
生活环境，助力园区招商引资发展。

“没想到，这么几年河水就清了，沿岸还修了路，不仅改善了水
环境，沿岸风景也美了。”淮远河换新颜，村民刘宏丽不禁为大足区
水污染整治力度竖起大拇指。

“现在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升级了，河水和周围的卫生环境改善了，
在附近生活舒畅多了，进驻工业园区的企业也多了，感觉我们万古镇的

‘档次’都提升了。”从大足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前路过的曹家村村民梁玉
民感受到环境改善给家乡带来的发展变化，自豪地说。

近年来大足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举力攻坚污染防治，特别
是2020年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动态监测监控、定期曝光、“散乱
污”企业动态清零、重点时段联防联控、镇街河流上下游补偿、考核
问责7个机制，实现了全区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
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高水平保护，市民的满意度和幸
福感进一步提升。

过去几年大足医疗服务能力快速提升，老百姓看病更方便。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大足区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级甲
等医院，大足区中医院新办公楼投用，大足区第三人民医院建成投
用，大足医生救治急重病患者的技术多方面突破。”关注健康的大
足市民刘岚说。

“新的村卫生室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龙岗街道官峰村3社72
岁的贫困户唐国英长期生病受到村医照护，得益于近年来的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全区已初步建成“一镇一院、一街一中
心”、“15分钟医疗服务圈”，群众看病就医也更加便捷。

“创卫”，推动的不仅是城市提档升级，也提高了大家的生活品
质，与之相对应的市民素质、文明程度也悄然提升。如今的大足，
市容环境脱胎换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
见花，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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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卫”以来，大足区累计投入相关资金49.8亿
元，对城乡环境展开全面治理，使城市品质得到快速
提升。新建城市综合公园5个、游园憩园8个，对建城
区及周边裸露环境全面实施复绿工程，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达46.0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7.41平方米；
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打响碧水蓝天保卫战，
积极打造河畅、水清、景美、岸绿城市，2019年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达319天，近3年无一例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事故发生；为持续保持生态环境，对城区污水处
理厂全面实施提档改造、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基本
完成，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2%；全面实施
城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统一规划设置夜市街区、便
民摊区，游摊小贩经营有序；实施垃圾填埋场、垃圾中
转站、公厕等市政设施改造项目87个，建立垃圾分类
示范片区 2个，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大力开展市容秩序、环境卫生联合整治行动，
拆除城区违法违章建筑，规范店招、店牌和营销广告
设置，改造棚户区、老旧小区251万余平米，增设城区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停车位，划定自行车、摩托车停放
点，城区车辆摆放有序；消灭“四害”工作有条不紊，环
境消杀成常态，安装毒饵盒3万余个、封堵垃圾通道
3600余个，“四害”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
水平标准C级要求。

全面落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规范清洁、清洗、消毒记录；扎实开展农贸市场、校园
食品安全督查，餐饮行业环境卫生专项治理，城区餐
饮业、集体食堂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率达95%。近3年无一例食品安全事故、职业病危
害和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

区疾控中心独立设置，经费纳入区级预算。传染
病防治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不断完善，近3年未发生重
大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和因防控措施不力导致的甲、
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区
64名白衣战士驰援湖北武汉、孝感和北京、重庆万州
等重点地区，全区累计确诊14例、疑似患者80例，无
一例医务人员感染事件发生。

全区禁烟控烟工作推进有力，成功创建市级无烟
单位2个，建成区无烟草广告，达到《重庆市无烟草广
告城区标准》要求。

近3年，累计改造农村卫生厕所6.2万户，配套改
造农村污水处理站30座，积极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解决群众出行难题；全面推进农村饮用水工程建
设，解决人、畜饮水安全问题；完善农村垃圾收运体
系，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实现全覆盖，群众对环
境卫生的满意度达91.3%。在全力补齐影响群众生
活品质的短板同时，为建设健康美丽宜居城市和乡
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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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工作

香国公园香国公园

▲卫生健康知识到农家（资料图片） 摄/高明科

大足城区宏升广场大足城区宏升广场

赵童 刘茂娇 高明科
图片除署名外由大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