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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在手便可以随时咨询随时约、婚姻登记一站式服务10分钟搞定、“一业一证”审批营业执照只需2个工作日、医养结合科
学养老让银发族安享晚年、社会救助兜底有力精准有爱帮扶困难群众……自2020年1月1日全面独立运转以来，重庆高新区紧抓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按照强弱项、补短板、提质量、保
稳定的要求，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三基”职能定位，以社会治理、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为突
破口，带动民政工作全面提升，全力推进重庆高新区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实惠。

未来，重庆高新区将用5年时间建成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民政事业发展格局，促进“高新民政”认可度、美誉度
全面提升。

婚姻登记机关实现从无到有

“之前高新区没有婚姻登记处，我们同
事结婚都要跑到沙坪坝或九龙坡区去登
记，现在只需要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而且
更加人性化，设计更合理！”一对刚刚完成
结婚登记的新人从婚姻登记员手中接过红
彤彤的结婚证感叹不已，“我们本来准备了
一上午时间过来登记的，真没想到通过微
信预约、窗口留位，到现场不用排队，从递
上资料到拿到结婚证，只用了10分钟……
这里还有免费的照相和婚检真是太方便
了！”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如此便捷的婚姻登记服务让人很难相信重
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只是个刚刚运营4个

月的“新手”。
2020年1月1日，重庆高新区正式对

直管园实行经济社会一体化管理，为方便
辖区群众就近办理婚姻登记业务，特向市
局申请设立重庆高新区婚姻登记机关，为
辖区市民提供全新、全面的婚姻登记服务。

“重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于今年2月
19日正式启用，高新区老百姓可以在此办
理结婚登记、离婚登记、收养登记等服务。
现场设计也非常先进、人性化。婚姻登记
处具体分为登记区、等候区、填表区、中西
式风格颁证厅、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具体功
能模块。”重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介
绍说，“中西式风格颁证厅配置了化妆间、

等候区和亲友观礼席，新人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选择不同风格的颁证厅。中式颁证
厅以红色为主色调，主背景采用了中式风
格的装饰纹样，寓意祥和与永久。西式颁
证厅采用了西方教堂的空间造型，新人们
携手穿越圣洁的鲜花步道登上宣誓台，浪
漫又不失庄重。”

重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一直把便民利
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断简化
办理流程、创新工作方法、完善服务细节，
截至6月底已办理结婚登记939对、离婚登
记326对，补办结婚证261对，补办离婚证
22个，申请离婚698次，收到电话、信件感
谢10多次，实现了婚姻登记、婚检、婚姻辅
导等6个事项“一站式”免费办理，构建了便
民、高效、优质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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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一证”改革经验获全市推广

“过去开办一家培训学校，没有一两个
月根本跑不下来，现在我们只需要登录‘渝
快办’服务平台，实名认证后填一套申请材
料，一次申报、线上提交申请，几天就能挂
牌营业了！”2020年10月13日，重庆高新
区贝思特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刘文正收到
了一张“特殊”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成为“一业一证”全程电子化改革红利
的第一个受益者。证书上比以前的版本多
了一个二维码，通过“扫码”链接查询实时
许可信息和经营状态，做到“一码覆盖、一
证通行”，实现“拿证即开业”。

“磨破嘴、跑断腿”，一直以来，办证程

序繁琐、审批制度复杂、办事流程多都是市
场主体和群众办事创业的堵难痛点。

“一张网、一件事、一次办、一秒审、一
张证、一帽管”。2020年9月，重庆高新区
公共服务局与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
中心联合在民办非企业领域探索“一业一
证”模式，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业务流程
优化，减少重复材料提交，压缩事项办理时
间，将办理民办非企业职业培训学校申请
材料从两大类3张申请表18个材料要件减
少为1张申请表9个材料要件，办理时间从
170个工作日减少到2个工作日，实现“一
窗受理、一链办理、并联审批、只发一证”，

大大缩短了企业从“准入”到“准营”的时
间，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办证的群众
直呼像网购一样便利。

这一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做法被市政
府推荐在全市推广。

据介绍，预计2021年底前，79个行业
将实现“一证通”及“自主申报、智能审批、
自主打证”的“一业一证”智能审批新模
式。

下一步，重庆高新区还将全面推进“一
业一证”“一照通”，让全行业都能实现“一
证准入”，深入破解“准入不准营”问题，做
到即报即批、即批即得，大幅提升企业和群
众办事的获得感、幸福感，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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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获市民点赞

“这里不仅有康复理疗室、餐厅、小花
园、阅读室，还有医师、管家、护士等各种专
业人员在身旁精心护理……硬件和软件设
施配套齐全、干净整洁。”重师退休的胡教
授曾为了找到合适的养老地，跑过许多养
老服务机构，最终在离家不远的香炉山街
道养老服务中心找到了安心之选。

“我们中心刚刚完成提档升级改造，前
身是2016年开业的好德养老服务中心。
这是一所集保健、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综合医疗安全保障型养老机构。”香
炉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原来
我们是准备关门的企业，因重庆高新区出
台了《扶持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及运营养老
服务设施办法》让我们有了机遇。同时，高

新区有不少的高端人才，之前满足他们需求
的高品质养老机构并不多，如今通过‘民办
公助’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活力，满
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
需求，解决了高端人才养老的后顾之忧。”

新近进行提档升级的还有西永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其前身为西永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养结合部。近年来，为实现服务重心由
托老向医养结合服务的转变，该部开始尝试
提供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生活照料、
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多措并举，
为老人提供优质的医养环境。

除了西永、香炉山两个街道养老服务中
心外，重庆高新区将在今明两年规划建设8
个养老服务中心、10个养老服务站、8个村级

互助点，采用“机构建中心带站点进家庭”
运营，推动专业养老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
伸，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有效破解养老
难题。

目前，重庆高新区正通过养老服务机
构与医疗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医院内设养
老服务中心、老人签约家庭医生等方式，
提升医养结合水平。力争到2022年，基
本实现医养结合全覆盖，为市民提供更加
安心、放心、舒心的养老服务。

下一步，重庆高新区将通过科学制定
养老规划、科学布局养老设施、加强科学
养老研究、倡导科学养老理念、提供科学
养老服务，稳步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适老化设施改造、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服
务监管、人才培训“六个全覆盖”，突出高
端化、国际化、智慧化、品质化，全力推动
全区养老服务发展出彩，切实为老年人的
晚年生活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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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重庆高新区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的“元年”。全区退役军
人事务着力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
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
贯彻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
基层基础、发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体系作用，进一步树牢“以退役军
人为中心”理念，更好地维护退役
军人合法权益，为退役军人服好
务。

就业，是退役士兵融入社会的
主要途径。重庆高新区结合退役
士兵就业意向，举办退役士兵职业
技能和就业创业培训班，提高退役
士兵职业技能和自主就业创业能
力。积极对接优质企业，举办专场
招聘会。大力推进部分退役士兵
社保接续工作，完成申请受理、对
象审核、确认、补缴等工作。统筹
完善社保接续政策制度，组织协调
落实新增退役军人社会保险等待
遇保障工作。主动与辖区内退役
军人企业家联系，登记退役军人创
办企业292家，为今后开展相关工
作做好保障。

对优抚对象进行了清查摸底，
确保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适时
建立优抚对象年度注册制度和冒
领待遇追偿追责机制，稳步推进优
待证制发工作。全面开展参战参
试军队退役人员身份认定核查。
推动建立优抚量化标准体系，完善
了保障经费动态增长机制。

全区严格按照“全覆盖”和“五
有”要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实现区、街镇、村（社）三级“全
覆盖”，已经建立区级机构1个、街
镇级机构 10 个、村（社区）级机构
95个，已配备人员131人，落实“有
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有
保障”要求。着力打造一批“示范
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逐步
完成以点带面、连线成片、辐射周
边，服务站从“有”到“优”的过程。
全面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工作
人员的综合能力，建立了常态化学
习机制，制定学习计划，灵活采取
线上线下互补、集体个人结合的方
式，提高学习实效，形成乐学善学
的良好风气。

全面建立退役军人保障服务体系
为退役军人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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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婚姻登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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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群众生计有保障、生存有尊严、生活有期盼
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的小华

（化名）是一位事实无人抚养的智
残儿童，不过和以前相比，她的表
现如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能够
简单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还
学会了不少字。

小华的进步得益于政府的关
爱和社会爱心的汇集。在镇社事
办的帮助和奔走下，她如今每个月
都能收到来自政府、爱心组织、爱
心人士的三笔固定收入，并进入南
岸区向日葵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
生活学习。镇里还专门为其建立
了“爱心妈妈”群，关助她的成长情
况。

能快速准确锁定小华为救助
对象，是重庆高新区民政部门建设
一体化救助平台的成果。

救助政策、救助申请、救助热
线、救助动态、流浪救助……打开

“重庆高新区社会救助”救助信息
系统，一个个栏目分类为困难群众
提供了个性化、多样化的救助帮扶
服务，以更便捷的方式主动发现困
难群众；对各救助部门共享平台数
据，以大数据为依托精准筛选救助
对象，制定合适的困难群众帮扶力
度，助推教育帮扶、就业救助、爱心

帮扶等一系列救助项目得以精准
实施。

为能兜准底、兜好底、兜住底，
切实让困难群众生计有保障、生存
有尊严、生活有期盼，重庆高新区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提
高救助保障标准，深化社会救助

“放管服”改革，全面下放镇街社会
救助审批权限，全面落实“分级审
批”“先行救助”等临时救助规定，
发挥临时救助应急兜底作用。

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综合监管，
印发《困难群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规范使用流程，加强资
金使用绩效评价，确保资金科学合
理使用、安全高效运转。

稳步提高救助保障标准、加强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
保护、全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
贴”，2020年至今发放社会救助金
3952.6万元。重庆高新区多措并
举，竭力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怀与温暖，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制度健全、政策衔接、兜
底有力的综合救助格局，筑牢民生
保障底线。

刘森 夏勇
图片由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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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护士站香炉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护士站

第五届巴渝社会工作宣传周活动

区县观察·重庆高新区

瞄准四大突破口
全面提升“高新民政”认可度美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