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城小区改造升级、完善文体设施、改善出行环境
……一件件便民惠民的“组合拳”，正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日，江北区图书馆鸿恩寺馆火爆出圈。其围绕赋能
旅游，在景区内打造的公园式森林图书馆，让读者阅读于
树叶间、呼吸在书页里，构成了一幅“馆在景中”“景中有
馆”的人文风景画。

除了享受在森林公园里阅读，“家门口的地铁站”又会
是一种什么体验？

观音桥街道半山华府小区早在2012年交付使用，但
出行难一直困扰着居住在此的3000余户居民。今年2月，
轨道9号线李家坪站的开通，让居民们乐开了花。但美中
不足的是，从小区到轻轨站要步行15分钟左右，而且还是
一段上坡路，对老人小孩来说，走到李家坪站存在很多困
难。

接到相关反映后，观音桥街道立即将其纳入重点民生
实事协调推进。随后，由分管规划建设工作的班子成员挂
牌督导，经过“专家团队”反复勘察，最终商定在半山华府
小区门口选定位置，修建轨道9号线李家坪站2B出入口。

国庆节前，轨道9号线李家坪站2B出入口已经投入使
用，半山华府小区居民“地铁修到家门口”的愿望成为现
实。

桩桩件件民生实事，赢得了老百姓的拍手称赞。
在修好城市“面子”的同时，江北区也在建好“里子”上

下功夫。在石马河街道阳光家园小区外，一台外挂式电梯
格外显眼，蓝色玻璃外观尽显现代气息。这部电梯让这个
老旧安置房小区的居民们过上了上楼下楼不再愁的幸福
生活。

这都是受益于区住房城乡建委建立的上下联动机制，
通过积极发挥各街镇作用，按照“群众自愿参与”原则，在
全区部分老旧小区力争增设电梯30台以上，并做好老旧小
区增设电梯的补贴工作，群众参与的热情高涨。1-9月，全
区已新核准发放36台电梯加装规划许可证，已完成施工
27台，正在施工46台；完成资金补贴25台，共计发放补贴
634.41万元。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把工作“沉下去”，让实事“接地气”，真正解决老百姓所

思所想所盼，是江北区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服务于民的具体体现，也是认真践行“民生立区”的鲜明
底色，更是书写一篇篇高品质生活篇章的靓丽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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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愿景画”变成“实景图”

江北 实施“民生立区”行动 建设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近年来，江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建设“两高”示

范区，既注重“量”的合理增长，又推动“质”的稳步提升，更追求群众获得
感的不断充实，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精细化办好民生实事，大力实施民生

立区行动，探索创新“两眼向下”服务群众工作法，以优化老旧城区环境、
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优化公交出行线路等一件件服务群众的“小事
情”，组合成一系列立足实际的民生“大举措”，逐步将民生“愿景画”变成
了民生“实景图”。

江北区在长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逐渐探索
出一条有特色、能落地的新路子——“两眼向下”服
务群众，为辖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做事，聚焦社会治
理、紧盯“最后一公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不断走深
走实。

修剪树木、清理小区卫生环境、安装智能车辆识别
道闸、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走进大石坝街道大庆村社
区，这里的变化让居民们每天都乐在其中。“现在环境变
得好多了，我们住得也更加舒心了。”提起成立业委会后
小区的变化，居民们赞不绝口。

大庆村社区的巨大变化，是江北区基层社会治理的

缩影。在各社区党委的领导下，不少小区先后完成业委
会换届选举，通过制定《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小区业主公
约》等规章制度，定期召开议事会研究小区大小事，实现

“自己的事自己议”。
“两眼向下”服务群众既是服务社会治理的“最后

一公里”，也是提升人民群众感知服务效能和温度的
“神经末梢”。去年12月 15日，江北区被授牌命名为
“2017—2020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区”，蝉联平安中
国建设最高奖“长安杯”。这背后也离不开“老马”带

“小马”这个“两眼向下”服务群众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
发挥。

近年来，江北区不断深化特色品牌“老马工作法”，
通过“老马”带“小马”，开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生
动局面，在12个镇街建立“老马工作室”，在128个社区
（村）建立“小马工作站”，配备152名“专职小马”。同
时，江北区还围绕“老马工作法”开展了社会矛盾风险
防范化解特色培训，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主力军的
综合能力。

3月2日，江北区第一期“老马带小马”工作培训会在
观音桥街道举行，全面启动“老马带小马”工作室进社区
示范建设。会上，“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从如何为
群众排忧解难、如何既有高度又接地气、如何运用系统思

维化解矛盾等方面入手，向“小马”们传授做好群众工作
的方法和技巧。

“‘老马’带‘小马’是一个有力的抓手，要通过这个抓
手，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形成良好的带动和推动作用。”
马善祥表示。

“坚持‘两眼向下’是镇街工作最鲜明的导向，做好
‘两眼向下’是镇街工作最重要的检验。”江北区委政法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将社区内的党建、政法、综治、民
政、城管、信访等多网合一，利用“小网格”撬动社会“大治
理”，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大幅提升城市品质，让群众
共享江北改革发展成果。

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医疗是民生之
需。江北区聚焦增进民生福祉，尽心尽力办好民生实
事，着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扎实绘好就业、教育、医疗
等民生“保障线”。

“前几年，我们一直为孩子上幼儿园发愁，四叶草
幼儿园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家住江北
区铁山坪街道胜利花苑小区的赵先生说，四叶草幼儿
园是公办的一级普惠园，各类设施条件都不错，美工
室、舞蹈室、多功能室一应俱全，尤其是老师们很尽责，
家长们很满意。

近年来，江北区将学前教育当成大事来抓，尤其是
近两年，增加了不少公益普惠性幼儿园。今年，江北区
还被列为重庆市“幼小衔接实验区”，已有 23 所学校
（园）确定为首批结对试点校（园）。1-9月，共新增普惠
性幼儿园4所，1所由高收费转型，3所为新办民办幼儿
园。完成普惠学前教育专项经费拨付4555万元。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资源持续扩大，公办园在园幼儿比例超过
50%，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比例保持在85%以上，小

区配套幼儿园治理率达100%，全区学前教育基本形成
了“广覆盖、保基本、多形式、有质量”的良好格局，群众
对学前教育的幸福感、获得感有显著提升。

除了教育，江北区围绕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和文体服务保障等多方
发力，出台了《江北区“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
到 2025 年，将着力健全“基本+普惠+优质”的公共服
务供给体系，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扩大普惠性非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多样化多层次生活服务优
质发展，促进公共服务与城市发展、产业发展、人口
发展相吻合，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均衡首善区，推动建
设高品质生活示范区。以标准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路径，更加丰富完善“民生立区”的内涵，切
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方面、全过
程，聚焦增进民生福祉，让优质的公共服务、民生供
给触手可及。

深耕基层治理——“两眼向下”服务群众紧盯“最后一公里”

聚焦公共服务——扎实绘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保障线”

围绕民之所盼———把工作“沉下去”，让实事“接地气”

观音桥商圈的靓丽风景 摄/颜瀚

江北区图书馆鸿恩寺新馆 摄/崔力

市民群众在三板溪公园休憩

数读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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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12次，吸引 1400
余家企业参与，提供岗位3万余个、达成就业意向
1.8 万人。1-9 月全区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7794人。

应届高校毕业生已解决就业1605人，就业率
达到73%。

23所学校（园）确定为首批“幼小衔接实验区”
实施计划结对试点校（园）。

上半年新增普惠性幼儿园4所，1所由高收费
转型，3所为新办民办幼儿园。

采用公建民营和民办公助的方式，全区已建成
养老服务设施 130个、养老床位总数3479张，提
前一年率先在全市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
提前两年率先在全市实现农村养老服务全覆盖。

上半年全区累计新增各类救助对象258人，
民政“惠民济困”理赔 174人次、理赔金额28.59
万元，共支出各类救助资金2613.25万元，8025
名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全区已建成图书馆分馆64个、文化馆分馆20
个，12个街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116个社区（村）
文化室实现100%覆盖、100%标准化，基本建成15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民便民。

在全区部分老旧小区力争增设电梯30台以
上，把增设电梯补贴纳入江北区财政补贴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