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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0月19日，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举行“学习二十大
书写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市发展改革
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卫生健康
委、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围绕重庆深入推动改善民生，增进
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相关内容介绍了情况。

这些民生改善 我们可见可感可期

本版稿件由记者 郭晓静 李珩 申晓佳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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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全市五年
累计城镇新增就业365万人

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803元

社保

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结构比例

五年间从42∶58优化为56∶44

我市社保经办服务全面提升实现了

养老体系

全市养老机构达到1633家

床位23万张

持续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

316家公办养老机构

实施公建民营

城市建设
党的十九大以来

中心城区

新增7座跨江大桥

6座穿山隧道

新增城市道路里程1201公里

总里程达6026公里

基本形成

“1环5横6纵3联络”快速路网结构

老旧小区改造
党的十九大以来

已累计实施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3981个、9186万平方米

惠及98万户居民

截至目前
重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同步改造

养老托幼等服务设施5200余处

新增停车位3万余个

改造水电气信30万余户

公共卫生体系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

提高到84元

院前急救平均响应时间

从以前的28分钟缩短到现在的17分钟

12个事项

“即时办”

15个事项

“快速办”

72个事项

“网上办”

36个事项

“全渝通办”

资料来源：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市

住房城乡建委、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 制图：郑典

基本公共服务
每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左右用于民生

朱江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基本公共服务均
衡性和可及性明显增强。其中，全市五年累计城镇新增
就业36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较
低水平；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803元，年均
增长8.9％。

从普惠性民生服务供给来看，普惠托育服务实现
“从无到有”，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1.73个。全市养老服务床位数达到23万张，每千名老人
拥有床位32.8张。全市三甲医院达到41家，推动4家医
院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从满足多样化民生需求来看，生活性服务业规模持
续扩张，文化旅游、餐饮住宿等领域年均增速超10%。
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民生服务领域加快
集成应用。

从民生保障体制机制来看，重庆持续加大民生投入
力度，每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左右用于民
生。并深入推进民生领域简政放权，理顺医药管理体
制，全面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重点民生实事同样有声有色。针对民生领域存在
的供给不充分、不精准等问题，全市每年滚动实施15件
重点民生实事。近五年来，各级各部门累计滚动实施重
点民生实事32件，其中14件重点民生实事已完成既定
目标任务。城区景区公共厕所和农村卫生厕所建设等3
件重点民生实事已建立较为成熟的工作机制，作为部门
日常工作持续推进。

今年实施的15件重点民生实事，总体进展良好。前
三季度，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等3件重点民生实
事已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百千万惠残助残行动
等6件重点民生实事超额完成了三季度的节点目标任
务。其余6件也达到序时进度。

朱江介绍，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
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继续滚动实施好15
件重点民生实事。

社保待遇
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达到2550万人、597万人和762万人

黎勇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全市养老、失
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0万人、597万人和
762万人，较2017年末分别增加468万人、134万人和
251万人；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结构比例
五年间从42：58优化为56：44。

五年来，我市社保待遇稳步提高，基金运行安全有
效，连续调增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企业退休人员
月人均养老金五年间提升了23%。连续实施多轮社保
减、免、缓、补、返惠企政策，累计为企业减负超千亿元。
我市在全国首批落地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试点，已覆盖7家试点平台18万人。

下一步，我市还将以“五全举措”切实提升参保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全力推改革。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
系；持续做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等惠企纾困举措，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

二是全域促参保。持续优化参保结构，确保养老保
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三是全面提待遇。强化“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激励
约束机制，不断提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四是全程强监管。持续开展基金管理提升和经办
风险防控行动，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保
命钱”。

五是全心优服务。实现线上服务应上尽上，推动线
下服务向基层延伸，让人民群众在社保服务中切实体会
到民生温度和民生速度。

黎勇介绍，近五年来，我市城镇新增就业365万人，
年均超过70万人，调查失业率低于预期控制目标，就业
局势总体稳定。未来五年，将以“四个强化”不断促进就
业“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力争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

业3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一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稳岗扩容。大力实施稳岗

返还、扩岗补助等惠企援企政策，通过支持产业发展、以
工代赈等拓展县域就业容量，积极支持创业和灵活就
业，扶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二是强化就业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发挥“一库四联
盟”作用，构建“15+5”人社便民服务圈，用大数据配置人
力资源。围绕产业链需求开展技能培训，缓解结构性就
业矛盾。

三是强化就业重点群体兜底帮扶。对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脱贫人员、特殊困难群体等重点群体精准帮扶，
促进充分就业。

四是强化就业公平环境治理提升。消除影响平等
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保障好灵活就业和新就
业形态等各类劳动者权益，让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成为
劳动者最大的幸福。

养老体系
建成运营街道养老服务中心220个

社区养老服务站2912个

许建华在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市民政系统认
真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不断推动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

许建华介绍，这几年，我市建成运营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22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912个，推行“机构建中心
带站点进家庭”可持续社会化运营模式，打造“中心带站
点”联合体162个，整合社区养老服务站1513个，基本形
成街道、社区“一网覆盖、一体服务”联网运营模式。

为了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升级改造乡镇敬老院
529家、建成乡镇养老服务中心669个、改造村级互助养
老点7332个，覆盖全面、功能完善的农村三级养老服务
阵地基本形成。

许建华介绍，下一步，全市民政系统将大力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
管理服务提档升级，探索低收入群体养老服务保障机
制，完善普惠养老服务发展模式，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培育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和服务队伍，全面推进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努力推动全市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许建华说，近年来，全市民政系统按照保基本、兜底
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要求，建立完善覆盖全面、分
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
线。

我市实施低保渐退、“单人保”、刚性支出扣减等政
策，有力保障了77.57万城乡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城乡
低保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717元、581元，较2012年
分别增长1.2倍、2.1倍。

在健全社会救助工作机制、确保“兜准底”方面，我
市建立健全了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查认定工作机
制，实现13个部门36类信息数据实时在线核查，年均核
查200万人次；将110万余低收入人口纳入监测范围，对
符合条件的监测对象及时予以救助保障；采取“线上比、
线下找”的方式定期开展低收入人口摸排，对符合条件
人员及时予以救助，今年以来，主动发现救助受疫情灾
情影响困难群众3025人次。

许建华介绍，接下来，全市民政系统将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
助体系，持续推动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完善困难群众常
态化主动发现、“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工作机制，创
新优化救助服务方式，切实兜住、兜准、兜好基本民生
保障底线，持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城市建设与管理
中心城区五年新增

7座跨江大桥、6座穿山隧道

郭唐勇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中心城区新增曾
家岩嘉陵江大桥、白居寺长江大桥、蔡家嘉陵江大桥等7
座跨江大桥，新增歇马隧道、土主隧道、龙兴隧道等6座穿
山隧道，中心城区穿山过江交通瓶颈持续改善。

大力促进车畅其道的同时，我市也注重人享其行、
货优其流。例如我市依托山水特色本底，构建高品质特
色慢行系统。中心城区轨道站点步行便捷性提升工程
计划实施的60个项目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35个，方便
近两百个小区、近百万人出行。同时，重庆还累计建成
黄桷坪步道、南滨步道等约330公里山城步道。

此外，我市坚持“建治改管”并重，实施33个片区路
网更新，完成道路整治137.3公里，人行道完善提升1113
公里，新增95个小微停车场、8606个停车泊位；累计打
通约200条未贯通的道路，完成堵乱点治理303个，累计
建成人行立体过街设施859座。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还高度重视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实施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81
个、9186万平方米，惠及98万户居民。

针对后续管理难的问题，我市积极探索党建引领、
物业管理融入社区治理，700余个社区基层党组织带领
群众自主选择专业物业服务、社区物业服务中心或居民
自治管理方式。

此外，我市还秉承“设计引领、串点成线、连线成片、
整体提升”理念，60%以上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以片区
统筹改造方式实施。制定老旧小区改造建设标准，并组

织2000多名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等进社区提供技术
指导。

郭唐勇介绍，接下来市住房城乡建委将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治理中心城区交通拥堵，不断
完善骨架路网，提速完工市级重大项目，高质量实施轨
道站点步行便捷性提升、山城步道等慢行系统建设，全
力推进2022年新开工改造的1277个城镇老旧小区。同
时聚焦“十四五”规划，深入推进实施约1亿平方米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公共卫生
建立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织密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

王卫称，近年来我市抓紧强弱项、补短板、堵漏洞，
推动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健全。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启动市疾控中心能力提
升三年行动，加快推进4家应急医院建设。

在提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补助标准提高到84元；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覆盖率全国
第二。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方面，坚持做好入境环节“人物
同防”，重点人群定期开展核酸检测、健康监测，重点提
升流调溯源、核酸检测、转运隔离、医疗救治、物资保障
等能力。

在强化应急能力建设方面，建立国家、市、区县三级
标准化卫生应急体系，各区县建设紧急医学救援、中毒处
置、突发传染病防控三类标准化卫生应急队伍。院前急
救平均响应时间从以前的28分钟缩短到现在的17分钟。

王卫说，下一步重庆将在3个方面持续发力，织密织
牢“公共卫生防护网”：

一是健全体系，布局一批区域性疾控中心，建设3—
5个市级重大慢性病防治中心和一批区县级防治中心，
创建5—10家三级疾控机构，建立健全以紧急医学救援
中心为核心、区县级医院为支撑、基层医疗机构为基础、
方舱医院为补充的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二是提升能力，打造一批疾病预防控制和重大疾病
防治专科群，再建设100个数字化接种门诊，推动疾控
实验室检测项目平均增加20个以上。

三是完善机制，推动医疗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深度协作，完善多部门、跨地区联防联控机制。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积极推动健康中国重
庆行动。2021年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26.41%，基
本建成“市、区县、街道、社区”四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王卫介绍，下一步，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将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核
心，以15个专项行动为主线，解决好“看得上病、看得好
病”的问题，做到“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努力实现

“不得病、少得病”。

医疗保障
基本医保参保突破3200万人

参保率达到99.7%

仲姝婕介绍，目前，重庆已经建成全国参保人数最
多、城乡全覆盖的医疗统筹省级统筹区。

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基本医保参保突破3200万
人，参保率已经达到99.7%，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医疗救
助为托底，补充医保、商业健康险等共同发展的多层次
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住
院政策范围内医保基金支付比例分别达到85%左右和
70%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扩大到全市所有区
县，已参保807万人，1.6万余名重度失能和重度残疾人
员受益。

我市还深化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有序开展药品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现在全市集采药品达到443个、医用
耗材14个，平均降幅50%以上，最高降幅达到96%。

在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我市按疾病诊断相
关分组付费改革初见成效，试点医院次均住院费用、患者
自负费用、平均住院床日分别下降5%、7.1%和11.4%。
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覆盖300万人。

智慧医保实验室建成并投入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在
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实现全流程应用；在14个医院开
展手机移动支付试点，在55个医院和194个零售药店开
展人脸识别，推进就医购药支付“不排队”。

截至9月底，全市开通跨省异地住院、普通门诊、门
诊特病直接结算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分别达2022家、
7503家和173家，可以用个人账户跨省联网购药零售药
店达15488家。从今年8月起，重庆参保人员到四川省
全域开通了跨省直接联网结算的医院住院就医，不需要
备案。

仲姝婕进一步介绍，我市将推动医保制度更加成熟
定型，要建立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制度，提高普通门诊医
疗保障待遇。统一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特病病种，提升
居民医保特病待遇，推动成渝地区特病病种趋同。

“我们要确保医保基金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仲姝
婕说，接下来重庆将稳步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改革。此外，还将进一步梳理医保政策，形成简明易懂
的表单，让人民群众对医保政策看得明白、搞得懂、好操
作；简化办事流程，探索线上智能服务与线下适老化服
务一体化发展；探索在医保定点医院、定点药店、村（社
区）、银行、保险公司等服务网点设立医保服务站，让医
保服务“在身边”。

截至今年9月底
全市基本医保参保突破3200万人

参保率达到99.7%

现在全市集采药品达到443个、医用耗材14个

平均降幅50%以上

全市开通跨省异地住院、普通门诊、门诊

特病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分别达 2022家、

7503家和173家

医疗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