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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问题问代表委员

□本报记者 陈国栋

□本报记者 杨铌紫

两会进行中，你有哪些问题想问代表委员？1月13
日，重庆日报《我有问题问代表委员》栏目记者带着市民关
心的话题，邀请相关领域的代表委员与市民交流畅叙。

“我是一名基层工作者，前段时间，看到《重庆日报》关
于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提到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千
方百计促增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请问两会代
表和委员，这个计划具体有哪些内容？怎么实施？”市民周
缙抛出了问题。

市人大代表，武隆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谢俐俐
回应了市民提问，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
重要路径，在于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三
次分配，通过调低、降非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发
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谢俐俐说。

“当前依然存在着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高，尤其是农村
领域较低、收入结构不稳定、易受外部影响等难点。”谢俐俐
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抓住就业、增收、稳定三个关键
词，以农村农民为重点突破点，具体可以从发展产业、培育
平台、职业培训、保障解忧四个方面来入手。

“武隆有10万余人从事旅游及相关行业，其中有3万贫
困人口依靠旅游脱贫。”谢俐俐称，成功入选2022年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仙女山街道荆竹村，通过政
府主导实施以工代赈综合示范工程，来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组织当地居民与社会资本联合组建乡宿联盟发展产业，年接
待游客50万人次，带动周边群众就业3500余人。

“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我们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重
点难点，虽然重庆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渝东南各
区县的城镇化率却低于全国、全市。”谢俐俐说，武隆的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仅51.2%，近几年，武隆以城乡融合破题，
提出围绕土地、林权等“5+2”改革事项，重点突破农产品
交易市场等一批产业协同平台，建立森林碳汇、岩溶碳汇、
农业碳汇等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平台，以平台带动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金，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拓宽农民的财产性收
入渠道。

在职业培训方面，武隆先后搭建了农业产业联盟、乡村
旅游职业学院以及渝东南首个“一库四联盟”就业创业服务
超市等平台，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为服务对象提供全方
位、精准化、智能化的就业创业服务，倡导农民“半农半读”
等提高就业和增收能力，解决可持续稳定增收问题。

完善社会保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也是重中之
重。谢俐俐表示，继续加强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这既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特别是边缘群体的稳定，也有利
于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稳定。

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倍增？
就业、增收、稳定是关键

两会连线 一起学报告

如何更好地提升城市人文品质？
米佳表示，将跟同事们一起，以更高

水准打造文化传承展示窗口，推进历史文
化资源保护利用，推进风貌街区建设，打
造公共文化服务升级版。

“我们还将进一步擦亮全国示范步行
街、智慧商圈与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3块‘金字招牌’，让解放碑始终
成为国际范、巴蜀韵、时尚感、烟火气融合

共生、交相辉映的重庆地标、开放窗口。”
米佳说。

米佳的工作思路，对肖帮雷有借鉴意
义。他说，将强化群众保护名镇的意识，

不断提高市民参与热情，形成人人保护、
人人传承、人人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同时，肖帮雷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他认为，古镇、历史建筑、传统村落保护修

缮利用存在资金投入量大、回收慢、周期
长等问题，谁来规划、谁来建设、谁来管
理、谁来营运，是当前需要努力和突破的
几个重点。要厘清责任边界，处理好保护
修缮和利用的关系，明确各方责任义务，
各司其职。“整合各方资源，由政府、市场、
金融机构和群众等共同参与文物保护修
缮和利用，保留好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
人人都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提升城市人文厚重感 增强群众幸福感
“让人人都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巴南区丰盛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4A级景区。在丰盛镇机关大楼收看人大
开幕会后，镇党委书记肖帮雷感到十分振
奋：“丰盛有名镇、名村和许多历史建筑，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我们将持续保护利用
好历史文化遗产。”

近年来，丰盛镇通过抓好规划引领、
品质提升、文化传承，不断擦亮古镇名片。

肖帮雷表示，将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提升城市人文品质的相关任务，在修
缮保护、汇聚人气财气等方面下更大功夫。

“我们将加大对以刘家大院为代表的
国家级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
力度，推动构建传统风貌区保护传承体
系，让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充分
利用。”肖帮雷说，在保护前提下，将吸引
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古镇开发利用，让古镇

“活”在当下，焕发蓬勃生机。

构建传统风貌区保护传承体系
“让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利用”

这几天，米佳一边忙着梳理自己的建
议，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作发言准备，一
边持续关注着解放碑的城市更新等工作。

在她看来，城市是载体，提升城市形
象才能吸引人；人文是灵魂，提升内涵才
能留住人；品质是命脉，提升服务才能满
足人。

“近年来，解放碑地区坚持把人文渝
中建设贯穿城市品质提升全过程，倾力打
造兼具历史底蕴、独特风貌、烟火气息的

世界知名商圈和美好生活典范。”米佳说，
解放碑地区将按照报告“划出的重点”，以
城市更新塑造城市之形，以人文铸新涵养
城市之韵，以消费焕新提振城市之魂。

她介绍，解放碑地区将抢抓渝中入选全

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区）的重大机遇，
更新亮相鲁祖庙、十八梯等一批传统风貌
区、山城老街区，美化提升九尺坎、大贵巷等
一批支次干道，整治提升大井巷、罗汉寺等
一批老旧小区，让解放碑既现代大气、又接

地气。同时，活化利用片区80余处历史遗
迹、优秀建筑，导入文化创意、总部办公、休
闲体验等业态功能，高品质打造戴家巷临崖
风貌观光地、湖广会馆国风国潮体验地等一
批新地标，让解放碑既有烟火，更有诗意。

在消费方面，她表示将串联山城巷、
白象街、洪崖洞等城市新名片，推出云端
天台、临崖步道、防空洞穴等特色消费场
景，在老山城中注入新味道，让市民感受
慢生活。

全方位提升城市人文品质
“解放碑地区坚持把人文渝中建设贯穿城市品质提升全过程”

提升人文品质 留住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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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城市人文品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街区、历史建筑和古树名木保护，推进鲁祖庙等传统风貌区
保护修缮工程，让城市更具历史底蕴、独特风貌、烟火气息。

如何提升城市人文品质？让城市更有韵味更有烟火气息？1月
13日，重庆日报记者分别连线了市人大代表，渝中区解放碑街道党
工委书记、解放碑中央商务区管委会主任米佳，巴南区丰盛镇党委书
记肖帮雷，请他们分享心得体会。

大渡口 小切口改出大民生
老城区环境“小而美”惠民提升行动增强群众幸福感

城市品质是“一针一线”绣出来
的。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
市委、市政府部署安排，大渡口区积极
落实老城区环境“小而美”惠民提升行
动，从急需解决的便民设施和环境提
升等民生需求出发，选好“小切口”，找
准“关键点”，实施微改造、微整治、微
服务，补足细节短板，提升环境品质，
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特色小游园
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沿着彩色步道往里走，路过重钢
记忆展示墙、文化涂鸦、七彩音乐池，
视线豁然开朗，独具特色的文兴街小
游园展现在眼前。

工业风格的小品座椅上，市民三
两为伴，拍照留念；娱乐广场里，孩子
们追逐嬉戏，争先玩着秋千和滑梯；
廊亭下，一位老人正用小提琴演奏
《我和我的祖国》，悠扬乐曲引得围观
人群掌声阵阵……

近日，大渡口区沪汉社区的文兴街
小游园建成投用，强烈的几何艺术手法
和浓厚的钢城文化氛围引发关注，许多
市民迫不及待前来“一睹为快”。

这块狭长院坝位于壹街区B区
与新山村小区出入口之间，是周边居
民的必经之路。

“过去这里人车混流，晚上就是
一个乱停车的坝子，影响环境不说还
堵了消防通道。”住在这里20多年的
居民唐大爷说。小游园改造得到了
众多居民一致赞同，并纷纷参与到其
中来，老坝子转眼变了新模样。

“现在敞亮、大气，漂亮又实用。”
唐大爷赞不绝口，“娃儿们跑得开、我
们有得逛，一些邻居都开始搬回来
了。”

在大渡口，与文兴街小游园同样
成为热门“打卡地”的，还有晨花公园。

融化雪糕的大型摆件、冰糕厂原
址建成的观景平台、集装箱组成的连
体建筑……从废弃工地变为人气汇
聚地，百花村晨花公园赢得广大市民
一致好评。

此外，还有利用不规整崖线打造
疏林花海的览江台社区公园、改卫生

死角为乡村野趣的香涛公园等，大渡
口现已建成高品质“口袋公园”35
个。以“小建设”带动“大美化”，大渡
口区的小游园建设让居民们尽享家
门口的幸福感。

惠民停车场
小地块解决大难题

晚上7时许，家住大渡口革新社
区的赵宇将车停入家附近的惠民停车
场，再也没有往日“抢车位”的慌张。

自从购买私家车后，赵宇在停车

问题上没少花脑筋。“我们这一片是老
重钢家属区，多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根本没有地下停车场。前几年虽
然增加了部分路边停车位，但数量少、
距离分散，实在不好抢。”赵宇感叹。

据了解，革新社区建筑物密集、
道路狭窄，随着居民拥有车辆数量剧
增，停车难问题越显突出。

为此，大渡口区充分利用城市拆
迁待建地块和边角空地等“见缝插
针”设置惠民停车场，一举解决环境
脏乱差、群众停车难、交通秩序乱等

系列问题。而今，革新社区已建成了
一批规模小、投资小、就近便民的惠
民停车场，新增停车位上百个。

“我已经办了月票，再也不愁停
不到车了。”赵宇竖起了大拇指，为这
一便民措施点赞，“现在大家自觉进
停车场，把周边道路亮出来，环境也
变好了。”

革新社区不是个例。在大渡口区
老小区、老学校、老医院、老商圈这“四
老”区域，已累计设置惠民停车位1039
个，解决了附近居民的停车难题。

适龄化设施
微改造提升宜居度

“梯步有了坡道，上下有了扶手，
隔两步还有座椅可以歇。”家住东正
社区的杨婆婆今年已经80岁了，社区
设施改造后，下楼更方便、安全了。

过去，东正社区基础设施老化、
配套功能不全，尤其是小区坡坎多、
梯步多，老年居民出行费劲。提升社
区适老化配套设施建设水平、让老年
人的出行更加安全便利，成为了东正
社区设施功能完善的关注点之一。

突出“适老化”特点，东正社区修
建坡道约80米、安装护栏和扶手等
110米。在老年活动场、休闲健身场
等地，均设有带扶手的座椅，场地之间
还有无障碍通道进行连接，细节满满。

“加装一个扶手、修一个坡道，类
似这样的适龄化‘微改造’虽然是小
变化，但却能切实提升社区宜居度，
增强居民获得感、安全感。”大渡口区
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正值寒假，在中坝竹园小区社区
公园，孩子们嬉戏打闹、欢声笑语不
断。宽敞开阔的空间、整洁平齐的地
面、牢固安全的游乐设施，通过适儿
化改造，孩子们不用去游乐园，在家
门口就能乐享假期。

适龄化改造，实现了黄发垂髫皆
怡然自乐。

城市“小家具”
细微处彰显精致美

如果把城市公共空间看作市民
共同生活的会客厅，那么在城市空间
中为人们服务的各类设施，就都成为

了这个大家庭会客厅里的家具。
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家具在城

市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直接影响着环
境品质。

家住九宫庙社区的彭凯特别喜爱
逛“会客厅”，坚持每日慢跑的他见证了

“公园大渡口”的转变。最近，在慢跑行
程中，他发现“小家具”们纷纷换了新装，
为越加舒适的城市更添了一份亮色。

彩蝶纷飞花丛中、小荷才露尖尖
角、天高云阔任鸟飞……路边的各类
公共设施箱体穿上了靓丽的“新衣”。

鲜艳的配色、生动的画面，普通
箱体摇身变成了色彩斑斓的涂鸦画，
更变成了城市里的街头美景。

不仅如此，走进大渡口公园，儿
童乐园旁的“大雪糕”、音乐长廊里

“小提琴”、翠湖岸边的“红蘑菇”……
一个个造型可爱的设施吸引了众多
眼球，竟都是便民直饮水点。

“太令人惊喜了。”彭凯笑道，“明
明周边没有大变化，但这些‘小家具’
就像灯泡，一下就把环境点亮了。”

“小家具”虽小，却是“会客厅”里
的日常角色，也是城市品质的直观展
现。大渡口区从这一细节入手，通过
微改造，提升城市环境品质，让居民
在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截至目
前，大渡口区已完善路灯、座椅、直饮
水点等城市“小家具”229处。

陈佳佳 杨敏
图片除署名外由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改造后的公园公共设施让人眼前一亮

文兴街小游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真正把好事实事
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自我市老城区环境“小而美”惠

民提升行动开展以来，大渡口区将其
作为重要民生工程，结合城市更新提
升和“公园大渡口”建设，成立工作专
班，相关职能部门、镇街各司其职、合
力推进。

从群众身边的“一段路、一盏灯、
一把椅、一桶水、一盆花、一棵树”等小
事入手，因地制宜科学确定提升目标，
推动形成了群众下单“点菜”、政府按
需“做菜”、多方协同“供料”工作格局。

同时，结合区域特点，大渡口区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以点带面
放大更新效应，聚少成多撬动城市提
质，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家门口的
变化。

为长远兼顾，大渡口区聚焦老城
区环境薄弱环节，持续开展市容环境
综合整治，针对乱象隐患循序渐进实
施精细化“小手术”，推动环境面貌焕
然一新。

下一步，大渡口区将持续创新服
务，针对性实施特色化“微服务”，把
鸡毛蒜皮的“小事”办成称心如意的

“好事”，让群众获得感成色足、幸福
感可持续。

链接》》

跃进社区惠民停车场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渝中区十
八梯传统风貌
区，游客欣赏
迎春灯饰。（资
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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