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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市统计局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下称《报告》），对我市教育、

就业、医疗、文化、体育、民生及社会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情况进行盘点。

《报告》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持续优化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财力

投入保障，全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极大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本报记者 夏元

市统计局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市
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

全市各类学校占地面积为16315.03万平方米；学校校舍面积9190.97
万平方米；各级学校拥有图书1.82亿册；各级学校拥有的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价值达到249.5亿元；各级学校拥有计算机数量达到106.52万台

市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提升

相比2012年
增长近一倍

教育
支出

2021年，全市教育经费总支出达到 1276.86亿元，相

比2012年增长98.5%

全市幼儿园、小学、中学、高校专任教师数量分别增加至6.2万人、13.33
万人、12.81万人、5.21万人

全市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稳定为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99.46%；
小学入学率为99.99%，初中毛入学率为99.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98.61%，高校毛入学率为58.03%

受教育权利

教师队伍

办学条件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1.9%，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5.6%，第三产业就
业人员占52.5%

城镇就业人员
增长三成多

就业
服务

2021 年末，全市就业人员为 1668.27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62.38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 1108.23万
人，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比重达到 66.4%，比 2012 年增长

三成多

全市累计提供职业技能培训64.4万人次，职业指导人数96.1万人次，
成功介绍就业23.4万人次，其中高校毕业生3.2万人次，农村劳动力13
万人次

技能培训

就业结构

2021年，全市卫生医疗机构（含村卫生室）数量增加到2.14万个，10年
来总增长18.9%；全市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提高为24.07万张，卫生技术
人员数量提高为24.66万人

人均预期寿命
78.15岁

医卫
事业

2020 年，重庆市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15岁，相比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提高了2.41岁

全市病床使用率整体下降，由2012年的 91.88%下降到 2021年的
78.02%，全市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略有上浮，由2012年7.5人次略
上升为2021年的7.85人次

就医条件

医疗机构

2021年，全市有大型公共图书馆43家，总藏量2340.69万册；有艺术表
演团体（场所）1286个，文化馆及文化站1072个；有文物机构199个，包
括博物馆111个，文物保护管理机构38个，文物科研机构1个；文物机
构从业人员达到3694人；全市文物机构有文物藏品80.6万件

建成43家
大型公共图书馆

文体
发展

2021年，全市有各类体育场13.66万个，体育场地总面积6675万平方
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08平方米。其中，包括田径场地3343个，游泳
场地1906个，足球、篮球等球类场地9.72万个，冰雪运动场地21个，全
市全民健身路径2.44万个，健身房3590个，健身步道3435个

体育事业

文化事业

2021年，全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385.85亿元，比
2012年增长1.6倍；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1139.41亿
元，比2012年增长1.8倍

人均住房
40平方米以上

民生
福祉

养老保险

2021年，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17.3亿元，月人均保障标
准提高到62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31.85亿元，月人均
保障标准提高到496元

最低生活保障

2021年，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803元；全市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4598元

人均收入

2021年，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平均每人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
40.31平方米、55.46平方米

人均住房

2021年，全市有社区综合服务机构17785个，城镇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
盖率和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均达到100%

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326天

社会治理

2021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为326天，主要污染物浓度均达到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有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65个，水
质达标率为100%；长江干流重庆
段总体水质为优，20个监测断面
水质全部达到Ⅱ类标准

生态环境

社会
环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
10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水
利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全面落
实“节水优先”治水思路，积极探索
西南相对丰水地区节约用水工作
模式。2021 年，全市用水总量
721205万立方米，万元GDP（当年
价）用水量25.9立方米，万元工业
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24.5立方
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较2020年
下降7.5%、2.0%，“节水成绩”连续
7年提高。

立足重庆水资源禀赋条件和
“一区两群”发展布局，我市科学构
建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体系，积极
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
作，累计已有涪陵、长寿、合川、永
川、南川、大足、璧山、铜梁、潼南、荣
昌、梁平、垫江12个区县获评国家
达标区县，黔江、江津、綦江、万盛、
秀山、彭水6个区县通过国家复核
验收，创建比例达46%。

同时，重庆通过强化重点用水
户监控、突出节水在规划和建设项
目前期工作中的优先地位、开展节
水监督检查、推动节水产品认证等
方式，构建节水监督管理机制，已公
布建立国家、市、区县三级共373家
重点监控用水户名录，实现用水量
50万立方米的工业企业和服务业
全覆盖，重点监控全市约11%用水
量。

按照“管行业就要管节水”的工
作要求，我市将节水理念贯穿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强力
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
城镇节水降损，促进全市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

其中，农业节水方面，通过实施
合川东风水库、永川上游水库等8
个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
目，新增、恢复灌溉面积10.8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10.5万亩，新增节水
能力2505万立方米；结合高标准农
田建设，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0
余万亩。

工业节水方面，推动火电、钢铁
等高耗水行业节水改造，鼓励企业
采用节水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和
新装备，2021年利用经济和信息化
专项资金支持节水项目3个，补助
资金158万元，撬动企业投入6350
万元。

城镇节水控水上，鼓励区县开
展市级节水城市创建，积极推进中
心城区节水型城市创建，中心城区
11个区县（含高新区、两江新区）
均达到市级节水型城市标准。
2021年投资 1.78 亿元，累计改造
老旧管网总长超过540公里，一户
一表改造超3.9万户、城市公共供
水管网漏损率进一步降低，全市城
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8.65%以内。

节水载体建设是节约用水工作
的重要抓手，目前，我市在公共机
构、工业企业、居民小区、学校、医院
等行业和地区已累计创建4001个
节水型载体。

2021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7.5%

重庆“节水成绩”连续七年提高

□本报记者 彭瑜 通讯员 邓青春

半山橙红橘绿、平坝瓜果飘香、
田野稻菽千重、两岸翠竹临风……
今年国庆节，开州区竹溪生态乐园，
游客乘上景区小火车穿梭在瓜果飘
香的百花园和百果园，感受丰收的
喜悦。

“既是产业大乐园，也是乡村大
舞台。”10月9日，竹溪镇党委书记
彭昌国介绍，近年来，竹溪镇奋力推
进全市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依托
家园、果园、菜园，建起了生态乐园。

有看头、有耍头、有赚头，如今，
竹溪镇从“菜篮子果盘子”里，闯出
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路。

菜园果园育出新型农业

竹溪镇距离开州城区约10公
里，因“南河流经、两岸多竹”而得
名，沿河田地平坦、水源充沛，是水
稻、瓜果、蔬菜生长的良田沃土。

“离城近，土质好。”早在2001
年，在外打工的任登秀回到竹溪镇
春秋村老家种植蔬菜，从起初的10
亩发展到现在的200亩，年销售蔬
菜近200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蔬
菜种植大户，通过传帮带，很多附近
村民也选择了种菜增收。

近年来，竹溪镇鼓励和引导农
户有序流转土地10240亩，投入近
千万元资金，构建起“千亩蔬菜、万
亩柑橘、精品再生稻”发展格局，建
成晚熟柑橘1万亩、青脆李等其他
水果6000亩、应季蔬菜8000亩、再
生稻3000亩，成功创建大海柑橘、
平溪再生稻、石碗土李子等6个市
级“一村一品”示范镇村。

既锁定市民的“菜篮子果盘
子”，又紧盯游客的“后备厢”。竹溪
镇引导大塆村建成草莓、火龙果、西
瓜、葡萄等四季水果采摘园320亩，
竹溪村发展翠冠梨，高峰村发展樱
桃、青脆李等共计1000亩采摘体验
园，让“小”水果走进“大”市场。

截至目前，全镇已有9个龙头
企业和种植大户申报绿色食品品种
15个，产品销往黑龙江、广东、上
海、福建和越南等国内国际市场，产
业综合收入占全镇总收入的60%
以上。

整治庭院建设美丽家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
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任务，也是竹溪镇产业发展
的需要，更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热切
期盼。

2021年以来，竹溪镇硬化道路
18公里、油化道路16公里、建人行
便道13公里、整治河堤8.89公里，
完成集镇雨污分流管网改造项目、

临江至竹溪段污水主管网项目并投
入使用，建成灵泉等3个农村垃圾分
类示范村。

“坚持‘面子’‘里子’并重，因地
制宜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竹溪镇党
委宣传委员潘仲红介绍，全镇整治
旧房、改灶改厨改厕，实施重要公共
空间及庭院整治项目14个，安装路
灯920盏。“打扫门庭迎客人，庭前
院后、房外屋内焕然一新。”

竹溪镇还探索推行村民议事
“院坝会+”制度，开展“院坝会+宣
传教育”“院坝会+居民需求”等活
动，开展“最美庭院”“最佳三包责任
人”“最美家庭”“身边好人”“新乡
贤”“致富带头人”等系列评选活动，
弘扬社会传统美德，引领乡村治理。

2022年2月，竹溪镇成功创建
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现
在，灵泉村正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转化典型示
范点。

农旅融合创生态乐园

郁郁葱葱的竹林、潺潺而下的
溪水、四季飘香的百花园和百果园，
走进灵泉村，就走进了瓜果蔬菜的
世界。

“以蔬菜产业吸引人、以生态美
景留住人、以特色文化影响人，竹溪
发展乡村旅游正当其时。”彭昌国
称，竹溪镇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化，依托瓜果蔬菜和水稻，打好生
态牌、文化牌、乡愁牌，打造集生态
游览、休闲度假、科普教育、乡村旅
游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旅游景区，
着力构建“一蔬一果一稻一旅”的农
文旅融合发展格局。

据介绍，竹溪生态乐园融山水林
田湖草于一体，农旅融合核心区面积
1200亩，布局游客中心、丰收场、万米
爱情主题长廊、二十四节气文化长廊
等“一心一场两廊八馆八园八景”景
观景点，人文及自然景观星罗棋布，
交相辉映。

“有口福、长见识、耍事多。”今
年8月，万州市民李军带着家人来
过竹溪生态乐园，百荷园100多种
观赏荷花竞相绽放的盛况至今让他
难以忘怀，“空气好、有看头，临走时
还可以带走新鲜可口的瓜果蔬菜。”

依托竹溪生态乐园，灵泉村构
建“国企+村集体+农户”新型经营
体系，去年户均分红864元；竹溪镇
15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全部创
收，5个村超30万元。

旅游火了，创业、就业机会就来
了。除了土地租金和股份分红，当
地村民在果园、菜园、生态乐园就近
务工，每人月增收1500元以上，很
多群众还开始开办农家乐、特色手
工作坊等创收。

开州竹溪镇推进全市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

从“菜篮子果盘子”里
闯出农文旅融合发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