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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学位1.6万个 教育教学高质量

老旧小区“逆生长”交通环境更优越

安享幸福晚年 城乡老有所依

将老百姓的“关键小事”办成执政为民的“头等大事”

渝北 民生实事提交暖心成绩单

“两会”专题·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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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渝北民生

建成八中龙兴中学等中小学 4所、庆
龄幼儿园秋成园等幼儿园 6所，新增学位
1.6万个。同时，完成了宝圣湖小学等86个
校舍维修及运动场改造项目。

完成2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楼本体改造
任务，共计50栋、1800户。全面推动142个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助餐点 45个、助浴点 11个，配套
助餐助浴补助，开展助餐服务 9万余人次，
助浴服务5000余人次。

全区开展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机构达到
26家，完成 3190个托位数。累计向 450名
失能老人提供助医服务。

开展送流动文化服务进村 711场，戏
曲进校园进乡村36场，共开展乡村群众文
艺活动1563场。

全区城镇新增就业6.2万人，完成市级
目标任务的 124%；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612万元，完成市级目标任务的 131%；开
展补贴性就业技能培训1.3万人次，完成市
级目标任务的110%。

黄桷坪幼儿园，孩子们在快乐奔跑 摄/尹宏炜

从就业到教育，从健康到住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一个个“民生”关键词依旧充满温度与热度。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孩子希望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老人希望就近吃到安全低价的饭菜，上班族希望有人帮忙“专业带娃”，大学生希望实

现高质量就业……
聚焦老百姓关心的“关键小事”，渝北区委区政府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执政为民的“头等大事”。
2022年，渝北全区着力推进了26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截至2022年底，26件民生实事项目均较好完成，10件人大

票决民生实事在区人大常委会满意度测评中结果均为满意。

专业照护婴幼儿 后顾无忧好上班

文旅品质提升 群众得享实惠

多措并举稳就业 创培联动促创业

【民生镜头】
中午刚到饭点，鲁能星城六街区的

“乐邻助餐食堂”便热闹起来。
70 岁的张婆婆是食堂的“忠实粉

丝”。她说，“这里的午饭卫生又可口，
10块钱管饱，卫生健康还不贵。”

“乐邻助餐食堂”专为龙塔街道周
边社区60岁以上的长者及居民提供营
养、安全、低价的饭菜。采取堂食就餐、
志愿者上门送餐的方式打造居家养老
服务新模式。

安享幸福晚年，是每位老年人的期
盼，也是每个家庭的关切。

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渝北区聚焦制度建设、完善设施布局、
加快队伍建设，通过这三大核心要素的完
善，出台了20余项养老服务清单，明确了
基本养老有哪些服务、怎么服务、由谁服
务等问题，通过老年人助餐助浴、居家养
老服务、家庭养老床位等实打实的“干
货”，稳稳托起了全区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在这些服务清单中，助餐助浴行动
是2022年渝北区民生实事的重要内容。

目前，渝北区已建设助餐点45个、助
浴点11个，配套助餐助浴补助，开展助餐
服务9万余人次，助浴服务5000余人次。

完善城市养老服务的同时，农村养
老也是渝北区的民生关注点。

据了解，渝北有农村人口47.51万
人，其中60周岁以上人口11.21万人，
农村老龄化程度达到23.6%。

农村养老，最主要的问题是服务设
施布局和建设滞后。为了破局，渝北区
结合全市农村养老服务全覆盖工程，在
11个镇分别布局建设一个镇级养老服

务中心，并在行政村根据老年人分布和
实际需求建立了互助养老点和互助养
老分点，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2022年，石船镇、玉峰山镇、统景镇
养老服务中心均如期完工，全区农村养
老服务设施已实现全覆盖。

2022年，渝北区还实施了老年人照
顾服务计划。通过开展助医行动，累计
向450名失能老人提供了家庭医生签
约、健康评估、康复护理指导、免费体检
等助医服务。

【民生镜头】
“虽然还是老小区，但经过改造后，

配套设施、环境都改变了，住起来很舒
适。”龙溪街道金紫山社区居民黄家珍
说，这是政府为居民办的一件大好事。

2022年初，龙溪街道金紫山片区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完工，涵盖环境提升、
交通改善、市政工程 4 大类 14 项内容，
不仅美化了单体楼外立面、小区环境，
消除了安全隐患，还打造出巴渝文化
墙。改造好后，小区567户居民的生活、
出行环境更加舒适。

在渝北，像金紫山社区一样“逆生
长”的老旧小区还有很多。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百姓福祉，是
完善城市功能、顺应群众期盼、建设美
丽宜居渝北的重要举措。

2022年，渝北区持续深入推进这项
重点民生实事，实施了10个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共计建筑面积240.52万平方
米。其中续建项目3个，新开工项目7
个。续建项目中，和盛街项目已完工，
花园新村片区、花卉园片区正在施工建
设中。

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着力
解决了老旧小区安全隐患较突出、功能
不足、环境欠优等问题，助力老旧小区
旧貌换新颜，让广大群众体会到更多可
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除了有美好的居住环
境，还需要便捷的出行体验。

2022年，椿萱大道金山大道至土两
路段约4.1公里主线通车。椿萱大道是
快速路五联络线东侧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此通道，悦来组团及周边沿线与空港
组团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以椿萱大道建设为代表，渝北区在
2022年持续推进了交通缓堵促畅，全面
推动142个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城南立交二期、红土地立交改造
工程已完工，椿萱大道一期已完成竣工
验收，甘悦大道渝北段正在收尾。次支
路网方面，紫兴路延伸段等14个道路
已完工，空港新城Z5道路工程等21个
项目开工建设。建成两港大道时装小
镇人行天桥、双湖路旭辉小学人行天桥
等3个人行过街设施，群众出行更加便
捷。

【民生镜头】
2022年7月，夏意正浓。茨竹镇花六

村，一场流动文化下村的文艺演出，点燃
了村民的热情。

舞台上，独唱《江山》、三句半《网络反
诈骗》、川剧变脸等表演轮番上演。台下，村
民们跃跃欲试，甚至主动请缨上台“献艺”。

“文化下村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还丰富了大家的文艺知识，让我们更加感
受到祖国的繁荣富强。”村民袁有田表
示。

以“文旅品质提升”为抓手，2022
年，渝北区大力实施文旅惠民工程，切
实增强群众的文化幸福感和获得感。

扎实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是文旅惠
民的一项重要内容。

渝北区2022年开展送流动文化服
务进村711场，戏曲进校园进乡村36
场，开展乡村群众文艺活动1563场。
同时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
化活动，比如举办“阅读之星”市民诵读
大赛、“欢悦四季、舞动山城”广场舞展

演等，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深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是文旅惠

民的一个重要基础。
渝北区不断加强基层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提档升级建设，2022年全面完成
了古路、双凤桥等镇街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提档升级建设并免费向市民开
放。完成了茨竹金银村、大盛顺龙村和
统景长堰村等10个村（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兴隆镇牛皇村和
金港国际24小时城市书房获得长三角

及全国部分城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
赛优秀案例。

狠抓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是文旅惠
民的一个重要延伸。

2022年渝北区启动了龙兴古镇改
造提升，实施以文物建筑为主体的古镇
核心区保护。新建古路镇乡情馆、木耳
镇金刚村染坊院子乡情陈列馆和大盛
千盏村。推进“艺术乡村”建设，新建苟
溪桥梨子湾等5个乡村文化振兴示范
点。

【民生镜头】
2022 年 9 月 14 日，重庆市八中

渝 北 龙 兴 中 学 校 举 行 秋 季 开 学 典
礼。首批 120 余名学生在崭新的校
园里，开启了全新的学习旅程。

这所集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和互联网于一体的现代化智慧校
园 ，是 渝 北 区 重 点 打 造 的 公 办 中
学。它的落成投用，将有力促进龙
兴片区优质教育资源版图的优化完
善。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孩子上学近
不近？有没有好学校上？这些都直接
影响着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多年来，渝北区始终坚持把中小
学、幼儿园建设纳入“民生实事”。2022
年，建成八中龙兴中学等中小学4所、庆
龄幼儿园秋成园等幼儿园6所，新增学
位1.6万个。同时，完成了宝圣湖小学
等86个校舍维修及运动场改造项目。

一座座精美的校园在渝北大地拔
地而起，但要真正成为家长心目中的好
学校，除了有硬件设施设备的高标准，

还得有教育教学的高质量。
结合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集团化办

学成了渝北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有力抓手。目前，渝北区在已经
成立的11个教育集团的基础上，对集
团考核评价制度等方面开展了有力探
索，正致力于打造覆盖全区所有中小学
的集群办学新格局。

师资队伍水平是学校发展的关
键。渝北区始终致力于打造一支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通过“激活一批、提
升一批、引进一批”等举措，用最强的师

资保障最大的民生。
在名师培育方面，2022年，新增“双名

计划”2人、重庆英才2人、市级学科带头人
3人、学科名师9人、市级骨干教师34人。

教育民生的漂亮答卷，直接反应在
教育教学质量上。

目前，渝北全区有全国优秀文化传
承学校4所、书法名校1所，国家级、市
级体艺特色学校67所（个），市级高水平
学生艺术团8个。2022年，学生荣获国
家、市级各类竞赛奖4000余项，获奖数
量和比例居全市前列。

【民生镜头】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就在渝北，职

位等你’云上沙龙直播间，这里定期给
大家提供海量的招聘求职岗位……”

在渝北区人社局直播间里，多家企业
人力资源负责人变身网络主播，通过“单位
展示+直播带岗”的方式，为求职者介绍企
业情况、招聘岗位等，通过网络招揽人才。

应届毕业生陈文松通过直播圈定
了目标企业，他立马发送了简历，一周
后成功就业。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是渝北区保障就业民生的重要内
容。

2022年，渝北区通过开展巡回职业
指导、“职向未来”直播带岗、公共服务
进校园系列活动等，助力应届毕业生找
工作。

同时，联合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大数据学院为长安汽车、仙桃数据
谷“腾讯云”基地开展“智能制造工程技
术人员”等订单式培训。数据显示，

2022年渝北区实名登记应届高校毕业
生4460人，就业率达到94%。

授人以渔，首先要精于“渔”。2022
年，渝北区率先在全市启动项目制培
训，围绕全市33条产业链需求，收集
160个急需紧缺培训项目向全市发布，
17家优质培训机构与区内25家重点企
业达成合作意向，“揭榜挂帅”为企业开
展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4000余人。

大力培育“渝派裁缝”“渝家人”等
区域劳务、培训品牌，针对乡村新业态，

创新开设渝北乡厨、智慧康养、经果林
栽培与营销等14个特色工种。

深化创培联动。渝北区充分发挥
创业带动效应，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612
万元，兑现贴息金额309万元。实施

“创享渝北2022”行动计划，率先在全市
组建100名创业导师团队，建立“村企
共建”，遴选8个创业项目实施导师帮创
团“1对1”创业加速帮扶，构建起共享
高效的创业生态。

【民生镜头】
每天早上8点，家住龙山街道的李女士把小宝

宝送到了家附近暖房子托育中心托育。
“之所以送到这里，是因为看中了托育机构的

专业性。托育中心可以提供照料、看护、膳食、保
育等各种服务，还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点，设
置不同的课程。可以说是‘专业带娃’。”李女士
说。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
管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国
家和民族未来。

近年来，渝北区强机制、严监管、提效能，高
质量推动了托育服务的健康发展。

渝北区将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建立了信息
共享、联合检查、长效监管“三项机制”，严格监督
管理，督促托育机构规范有序经营。搭建了“一
站式”服务、“专业化”指导、“立体式”宣传“三个
平台”，落实“放管服”要求，将备案工作移交行政
服务大厅“一站式”办理。在区妇幼保健院成立
了渝北区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负责对全区
托育机构开展卫生保健评价、培训和督导整改，
成立婴幼儿养育照护门诊，服务辖区群众。

目前，渝北全区开展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机构
达到26家，完成3190个托位数，全面完成了民生
实事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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