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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娟 周尤

去年11月，离开渝中区生活近3年的陈雪
决定搬回渝中区常住。

“这次不走了。”在这个逃离钢筋水泥、逃离纷
繁嘈杂的时代，53岁的陈雪道出自己离开郊区选
择回归渝中区的初衷：“这里不仅有满满的回忆，城
市的人文范、烟火气、便捷度，更是充满吸引力。”

安全的氛围、活跃的经济、怡人的环境、厚重
的文化、高质量的生活——这是全世界人们对于

宜居城市的美好向往，渝中区正把这样的美好画
卷徐徐展开，全力打造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
人文化现代都市。

陈雪回归不久后，令她激动的消息再度传
来——2021年底，渝中区响亮提出：倾力建设
美好城市示范区，推动城市品质实现新提升、民
生保障水平取得新进步、社会治理能力达到新高
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相信，在这里，生活品质会更高，城市会
让生活更美好！”陈雪高兴地说。

渝中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创造高品质生活作出示范”总体要求

建设“美好城市示范区”重塑母城新魅力

近年来，渝中区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
作的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
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创造高品质生活作出示
范”总体要求，坚持稳中求
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聚
力深耕精耕、强化城市有机
更新，突出以文兴城、打造
人文渝中，全力改善民生、
创新社会治理，加快建设国
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
化现代都市，经济品质、城
市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
质全面提升并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建成全国百
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2个

成功创建全
国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3个

养老服务设
施 覆 盖 率 达 到

100%

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参保率超
96%

整治 288 栋
高层建筑消防隐
患，拆除可燃雨棚
10万余户

专项治理“住
改 仓”突 出 问 题
2800余户

完成老旧住
宅加装电梯51台

连续五年未
发生较大及以上
安全事故，群众安
全 感 指 数 保 持
97%以上

在渝中区凯旋路社区，如果要问当地居民美
好家园是什么？不同年龄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
案。

但无论是10多岁的小朋友，还是40岁左右
的中年人，亦或是古稀老人，他们的回答里都有
相似的关键词——“智慧”亦或“智能”。

今年2月1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中央文明办联合发布《关于公布“加强物业管
理 共建美好家园”典型案例的通知》，渝中区凯
旋路白象街小区榜上有名，荣获全国“美好家园”
称号。

殊荣的背后，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答案同样是“智慧+”。
具体而言，就是创建“智慧+”的物联智家系

统、场景化智慧社区，满足和实现对居民不同需
求的及时响应。

这个以长江为伴、毗邻千年城墙遗址博物公
园的小区，有1039户住户。

1039并不是小数目，如何才能第一时间解
决居民“急、难、愁”问题？小区物业的抓手，是创
新推出“物业+互联网+生活服务”的新模式，打
造一站式客户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为居民提供包括家政、入户维修、
房屋租售、装修美居、生活团购等数十项生活服
务，年服务居民频次逾万次，让辖区居民真正体

会到了智慧数字社区的便利和快捷。
在渝中区，以居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强

化智慧化社区建设的例子还有很多。而这些，
都是渝中区持续提升城市综合品质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渝中区不断深化“大城三管”，强化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聚焦“消隐患、补功能、留记
忆、提环境、强管理”，重塑渝中新形象，让城市管
理更加精准、更加高效。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
城市哲学、道法自然的城市美学，推进城市、产
业、人文等“多规合一”，实现城市街区、产业园
区、景点景区融合发展。

城市综合品质到底如何，老百姓最有发言
权。

“我们家楼下不仅有书店、餐馆、咖啡馆，还
有公园、篮球场，不用开车，靠步行就能满足各种
生活需要，这样的日子好巴适哦。”家住重庆天地
的谭力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作为一名在渝
中区生活了15年的居民，他亲眼见证了渝中区
城市综合品质一步步的提升。

“现在，市民对城市品质的要求已经从传统
的‘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了内涵提升的新阶
段。希望渝中区能继续坚持以人为核心的价值
导向，努力做好城市品质提升这篇‘大文章’，让
老百姓的生活更惬意。”谭力说。

持续提升城市品质——

更智慧：“智造”便捷舒适的数字社区

你想象中的菜市场是什么样？
污水横流、垃圾乱堆，还是臭气熏天？
在渝中区，有个菜市场能够颠覆你的想象，

它就是石灰市菜市场。
石灰市菜市场建于2001年，凭着规模大、

价格实惠、种类齐全、菜品新鲜，成为最受市民
欢迎的菜市场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石灰市
菜市场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2019年3月，
启动提档升级改造。

2020年10月，石灰市菜市场以全新的面貌
开门迎客，干净、整洁、种类分区明确，除了“外
貌”上的变化，管理方还通过创建“无废菜市场”
增加其“内涵”，使逛菜市场也能逛出“时尚感”。

2021年，石灰市菜市场通过评估验收，成为
我市首个“无废菜市场”。

“无废菜市场”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废物的
意思。一个菜市场每天要产生许多瓜果蔬菜垃
圾，这些垃圾去哪儿了？答案是“就地正法”。

“石灰市菜市场每天产生垃圾约6-7吨，其
中果蔬垃圾4吨左右，水产肉类垃圾1吨左右，
果核、贝壳类垃圾0.5吨左右，塑料、纸箱类垃圾
1吨左右。”石灰市菜市场相关负责人对菜市场
内垃圾的构成了如指掌。他介绍，为了维护菜

市场干净整洁，菜市场管理方对原有的废弃停
车场进行了改建，建成日处理5吨厨余垃圾的垃
圾处理站——通过特有的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构建起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链：厨余垃圾
通过设备转化为营养土，可制成有机花肥，进行
售卖；塑料、纸质品二次回收利用；其他垃圾交
由合作的专业公司统一处理。

就这样，石灰市菜市场实现了“烟火气”与
绿色生态并存。

像石灰市菜市场这样的“无废城市细胞”，
在渝中区还有不少。

比如，带有“洗手池、遮雨棚、破袋器、易拉
环、除臭剂、喷香机、灭蚊灯、照明灯、桶罩、智能
语音播放器”十大件的智慧垃圾站；集人脸识别
取纸、粪便降解回收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厕
所”……

近年来，渝中区立足生产生活常见情景，营
造共建共享氛围，与绿色创建活动有机结合，突
出节能降碳、环境治理、垃圾分类、废物循环利
用等“无废”元素，成功创建了“无废医院”“无废
学校”“无废菜市场”“无废小区”“无废景区”
等众多“无废城市细胞”，覆盖衣食住行各领域，
形成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全民行动体系。

加快建设绿色生态城区——

更低碳：“无废”有道 将“绿色”进行到底

作为老城区，渝中区目前60岁以上的常住
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9.76%，老龄化程度高于全
市和全国平均水平。如何让长者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是美好生活示范区需要破解的问题。

今年76岁的张婆婆家住渝中区新华路，老
年性眼疾让她视力模糊，生活没有办法完全自
理，最基本的洗浴都需要人来帮忙……子女虽
然有诸多担心，但由于工作很忙，也只能隔天来
看一次，做好两天饭菜，平时留老人独自在家生
活。

最近，张婆婆的独居生活发生了改变。社
区组建专业的护理团队上门给婆婆提供助餐、
助浴、助洁、助急等服务，以及专业化的精神慰
藉，还有志愿者专门教老人如何使用智能穿戴
设备。而水电安全检查、天然气开关与安全检
查、用药检查、仪表穿戴检查……多项居家访视
内容更是大大降低了老人独居的安全隐患。

短短数月，老人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精
神气色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平时沉默寡言
的她，现在常常拉着志愿者的手不停地拉家常。

张婆婆享受的各项服务来自渝中区民政局
探索制定的居家养老服务包，这项政策涵盖了
以助餐、日间托养、日常居家访视、信息化设备

租用4大项服务为主的安享家服务包和以信息
化服务、生活照料、康复训练、居家适老化改
造、临床护理等9大项服务为主的欣享家服务
包。

提供这项服务的正是获评中新合作国际化
养老服务中心的宜康百龄帮解放碑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该中心负责人表示，目前，养老中心设
有2处居家养老服务站和6支专职居家上门服务
队伍，主要为高龄、空巢、孤寡、低保、残疾老人提
供免费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包
受到了老人和家属们的欢迎，将在全区推广。

除居家养老服务外，渝中区着力打造“15分
钟养老服务圈”。渝中区民政局相关人士介绍，
区里每个街道都建了150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每个社区都有300平方米以上的
养老服务站点，这些中心或站点设置食堂、浴室
等设施，使生活、出行不便的老人在区内任何地
方都能得到及时、就近的养老服务。

从养老到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失业人员、
残障人士等群体的服务保障，从全力推进医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到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渝中行
动，渝中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滚动实施一批民
生实事，让城市居民生活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全面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更暖心：定制服务包 解独居老人生活难题

近年来，渝中区两路口重庆村居民李靖发
现，自己总能在社区背街小巷、小区楼道里、居民
家门口“偶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而这，正是渝中区全面实施的“三上三清”社
区服务行动的结果。这一行动让社区工作者走
出办公室，将社区工作从“等群众上门”变为“送
服务上门”。

据介绍，“出门”后的社区工作人员主要是
“上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了解辖
区居民及企业情况，做到情况清楚；“上路”，走街
串巷、进楼入院发现城市综合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助推环境清爽；在这过程中，还得“上心”，
坚持清白做人、清白干事。

“我们这里是老社区，没有专门物管，前一阵
路灯坏了，第二天就修好了，就是社区工作人员
上门了解到问题，马上协调解决，比很多物管速
度还快。”李靖夸赞道。

配合“三上三清”，渝中区推进社区工作综合
服务、专业服务、精细服务，实现小事不出社区、
大事不出街道、难事不上交。

在全面推行综合服务方面，渝中区统一将原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的10余个部门
条线窗口整合设置为2—3个综合服务窗口，建
立窗口人员AB角、轮流值班制度，推行“前台一
窗受理、后台分工办理”服务模式，细化社区协助
政府工作事项26大项为93小项，编制30余项
代办、受理事项操作手册，规范制定民情日志台
账，专职社区工作者每人每周用于走访群众的时
间不少于50％。

为精准供需对接，渝中区整合统筹社区资
源，梳理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科学设
置各具特色的社区服务项目，突出因地制宜、供
需对接、“一社区一特色”，不搞全区“一刀切”。
如针对文化资源丰富的社区设置“文化剧场”、微
型企业比较多的社区设置“小微驿站”、紧邻学校
的社区设置“四点半课堂”、老年人比较集中的社
区设置“老年大学”“社区食堂”、人流集中商业价
值高的社区设置咖啡吧、花店等。

2021年以来，全区社区工作者累计走访群众
41.8万户次、收集解决问题1.5万个，真正服务到了
老百姓的心坎上。经第三方机构独立调查，居民满
意度从2018年的80％上升到2021年的98％。

创新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更贴心：社区工作者主动上门解决问题

核 心 提 示

楼下不仅有书店、餐馆、咖啡馆，还有公园、篮球场，化龙桥天地湖附近的居民靠步行就能满足各种生活需要。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解放碑宜康百龄帮养老服务中心深受
市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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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民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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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个“无废菜市场”石灰市菜市场实现了“烟火气”与
绿色生态并存。

记者戴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