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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28.04%

2 住房城建 17.90%

3 医疗卫生 11.13%

4 市场监管 7.75%

5 交通运输 3.96%

6 司 法 3.09%

7 城市管理 2.93%

8 治安管理 2.81%

9 民生服务 2.21%

10 区县服务 1.85%

一周热点排序

这些事解决了
下水道堵塞出行难 疏通维修

市民反映：大渡口建胜镇四胜村9社的居民
反映下水道堵塞，水流不通，倒灌溢出，味道难
闻，影响日常生活和出行。

大渡口建胜镇四胜村村委会回复：四胜村立
即组织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排查、修补，疏通了老
旧管道，排除污水二十多桶，并及时修补破损路
面，居民生活和出行恢复正常。

擅自砍伐小区树木 复种还原

市民反映：巴南区群乐佳苑小区内，有市民
擅自砍伐绿化树木，向小区物业反映无果，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办事处回复：工作人员到
现场要求装修施工人员立即停止砍伐树木，并对
装修施工方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重新按相同树
种、相同规格购买树木进行栽种。

小区外墙瓷砖脱落 排危处理

市民反映：北碚区碚都佳园小区外墙瓷砖脱
落，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北碚区蔡家岗街道办事处回复：经核实墙砖为自
然脱落，已安排维修队进行排危处理，现已处理完毕。

公交站牌广告破损 核实修复

市民反映：大渡口区柏树堡公交车站广告牌玻
璃破损，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大渡口区交通局回复：经现场核实情况属
实。工作人员已完成柏树堡公交站站牌的修复
工作，消除了安全隐患。

高坡惊现巨大滚石 调查移除

市民反映：江北区北大资源江山名门小区附
近海尔路扩建工程结束后，附近山坡上有一块巨
大滚石，未做任何围挡措施，存在安全隐患，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江北区交通局回复：经核查，滚石位于江山名
门A区高边坡处，系海尔路扩建刷坡后，坡面经雨水
冲刷裸露出来的滚石，已组织施工单位进行移除。

预订旅行因病退费遭拒 协调退款

市民反映：在沙坪坝区中国国际旅行社石碾
盘店预订了3张3月8日从重庆去浙江金华旅游
的门票，因家人突发疾病无法参加，多次向旅行
社协商退费，均被拒绝，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办事处回复：接诉后立
即向中国国际旅行社石碾盘门市部核实，根据市
民提供资料及情况说明，协调旅行社负责人退还
费用，游客现已收到退款。

公厕外斜坡无护栏 立即安装

市民反映：渝北区五星园公园内的公共厕所
外斜坡未设护栏，此处如厕老人较多，存在安全
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渝北区城管局回复：立即安排维修班组工作人员
在五星园公共厕所门口斜坡处安装护栏，现已安装完毕。

占道洗车破坏人行道 宣传整改

市民反映：两江新区蓝湖香颂小区附近洗车
店工作人员拆除人行道台阶，占道洗车，污水直
排，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两江新区鸳鸯街道办事处回复：综合执法大
队已向该商家负责人进行宣传，禁止继续占用人
行道洗车停车，现已整改完毕，后续将加强此路
段管理力度，保持人行道畅通。

小区自来水水质浑浊 专人排污

市民反映：开州区广厦居小区的自来水不间
断地出现水质浑浊情况，多次向当地水务公司和
物业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重庆开州水资源有限公司回复：接到市民反
映问题后，立即派遣专业人员采取相应排污方式
予以解决，现水质已恢复正常。

（记者 黄乔 整理）

市民来电：4月2日在南岸区桃源路97号酒玖
KTV消费2118元，向商家索要发票被拒，市民认为
不合理，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在渝中区洪崖洞大酒店附近千厮
门大桥处，有大量黄牛带人过桥收费，市民希望相
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永川区红河大道北段中山家苑小
区频繁出现停水、水压不足等问题，多次向小区物
业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热线提供，截至4月3日）

这些事还没解决

美好生活热线·打探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张颖）
3月29日重庆日报微信公众号刊登《购买学
生信息推销奥数培训，五三培优，太大胆！》报
道（见旁边二维码）后，五三培优负责人依然
没有联系记者。4月1日，重庆日报美好生活
热线栏目记者对该机构进行了打探。

“他们就在八中对面，也在人和小学对
面。”根据市民张丽（化名）提供的信息，当天
中午，记者来到渝北区中央公园北路17号，
寻找五三培优。

令记者意外的是，整条街反复走访三遍，
都未看见“五三培优”的机构招牌。随后，记者

通过网络对其信息进行详细查询，并在导航定
位的指引下，来到一家没有店招的街边门店。
该店外立面，挂着“生涯规划”“志愿填报”等字
样，还贴有“中国高校985、211环形图”。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原本挂店招的地方，
还留有粘胶的印记，隐约可以辨别出“五三”
二字的痕迹。

进入该店面，记者看见，室内面积不大，
除了前台外只有一个咨询室和办公室。在前
台处的墙上，挂着的经营许可证显示，店铺名
称为“重庆五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范
围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招生辅助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业务培训
（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
的培训）以及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等。

对于市民反映该机构购买个人信息的情
况，店长徐女士说，市民口中的那位权老师，
并不是该店员工，她自己也并未听说过店内
有这样一名员工。

“我们机构没有电话推广的行为，主要是
通过以前的学员、亲戚朋友或者公司同事转
介绍，提供电话号码，然后进行电话回访。”徐
女士说，目前，该店的主营业务，也只是提供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并没有任何培训类项目。

在记者追问该机构以往是否进行培训服
务时，徐女士则表示不知情，她说，自己是3
月25日应聘为五三培优中央公园校区店长，
且店内员工都是新人。

采访结束后，记者再次联系权老师，试图
了解情况，却发现权老师的电话无法打通，微
信搜索显示“该用户不存在”。

《购买学生信息推销奥数培训，五三培优，太大胆！》后续——

门店没了店招 店内都是新员工
不承认有购买学生信息推销行为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不仅能刷脸吃饭，餐台还会自己计价算
账，所有菜品自动计算你摄入的卡路里，帮助
控制体重、均衡营养。近日，我市首家社区数
字食堂在江北区观音桥街道明珠社区投用，重
庆日报美好生活热线记者进行了一番打探。

4月3日中午12点不到，这家社区数字
食堂迎来用餐高峰。“数字是我们食堂运营的
核心，具体体现在哪里，我取一次菜你就明白
了。”食堂相关负责人卢越挺带着记者演示了
一遍。

进入食堂，首次就餐，在微信公众号上刷脸
注册，完成人脸与支付账户绑定。取餐前，卢越
挺在人脸识别设备镜头前绑定账户和餐盘。

取好餐盘和餐具，卢越挺进入取菜区。
这里每天三餐供饭，午饭、晚饭提供十二道
菜、三种米饭、六种面食、两种水果，几排餐台
明确分区。

卢越挺面前的梅菜扣肉看着软糯入味，
只见他舀了一大勺，装菜的餐盘往结算台上
一放：8.2元，显示屏自动显示出所选的菜品

名称、价格等信息，立刻无感支付。
既没有扫码，也不见称，如何计价？卢越

挺说：“秘密就在装菜的餐台下。这个餐台看
起来和普通的没有不同，其实内部安装了芯
片，一方面通过读取芯片快速计价，一方面扫
描就餐客人的餐盘便捷结账。”

让记者更感兴趣的是，显示屏上还标注
了这勺梅菜扣肉的卡路里、脂肪、蛋白质、碳
水化合物。卢越挺刚舀的这勺肉多，系统显
示热量1100多卡路里，脂肪、碳水化合物均
超标了。“这顿午饭的热量够了，我再来点青
菜就行。”

卢越挺告诉记者，食堂里每道菜品实测
显示的卡路里、脂肪等数据，背后都是经过科
学算法严谨计算出来的。很快，他们将在微
信公众号上开放健康管理系统，就餐居民只
需录入自己的年龄、身高、体重及疾病史等信
息，系统会给予相应的就餐提示，并每周生成
饮食报告。

“比如，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痛
风等慢性病的老人就餐，系统会严格监控他
们的油、盐、糖摄入量；想保持身材的女性，近

期要增肌的健身人士，都可通过显示屏督促
自己均衡饮食，既人性化，又个性化。”

据了解，这家社区数字食堂由观音桥街道
引入科技公司，实施社会化运营。午饭时间，
食堂几乎座无虚席，除老年人外，更有不少带
着孩子来就餐的“宝妈”、附近工作的年轻人。

家住隔壁小区的周阿姨已是这里的老顾
客了，只见她每舀一道菜，都仔细核对卡路里

等信息。爱美的周阿姨说：“我是跳舞队的，
最近长胖了点，要控制饮食了。还好这里每
道菜都以克为单位精准计量，让我们嘴馋的
可以多尝些味道，又不至于暴饮暴食。”

卢越挺介绍，运行几天下来，社区数字食
堂已注册用户800多人，其中老年人40%，
更受年轻人欢迎。目前，食堂每天客流量
300人左右。

餐台自己会算账 还能计算卡路里

我市投用首个社区数字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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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少油清淡、咸味适中，这菜品符合我们
的口味。”近日，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21名老
人化身为“美食品鉴师”，细致品尝着社区送
来的爱心便当。

这是在天宫殿街道“社区阳光基金”支持
下开展的“‘微孝’便当 传递温暖”公益活
动，旨在保障高龄老人生活，及时解决老人就
餐问题。

2022年 6月，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在
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慈善总会的支持下，
成立两江新区首个获得国家民政部授予
的、具有全国公募资格项目的街道级“社区
阳光基金”。

依托这支基金，天宫殿街道把公益资
源流转到社区，对接居民需求，解决群众身
边的“小急难”问题，推进基层社区治理共
建共治共享，让慈善在基层服务中更加具
体生动。

专业引领
激活“善”基金

天宫殿街道过去也有稻草援助基金，9
个月前，为何成立“社区阳光基金”？

天宫殿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张德龙介绍，稻草援助基金是仅作为民政救
助对象的补充而设立的，主要是救困、救病，
服务范围有限，在推动社区发展和社会倡导
等方面受限制。

“值得被关注的对象，也许不符合救助政
策，因此，我们考虑设立包容性更强的‘社区
阳光基金’，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社会力量的支
持，解决情理之中政策之外的难事。”

此外，天宫殿街道还具备优越的地域优
势：辖区有2.3万个经营主体，其中规上企业
130家左右，“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设立起来
后，我们向企业‘安利’慈善理念，企业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抵税，不增加企业负
担。”张德龙说。

天时地利人和之下，2022年6月，天宫
殿街道注资4万元，成立“社区阳光基金”。
植根于基层、服务于居民，是基金存在和发展
的核心要义，社区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社区
环境改善、困难群体支持是基金主要关注的

公益慈善领域。
张德龙介绍，天宫殿“社区阳光基金”自

成立以来，便采用专业化、项目化以及去行政
化的三合一运维模式。

专业化——街道与重庆两江新区益搏青
少年发展中心合作，组建专业运营团队，设立
包括专业社工、设计师、财务在内的常设机
构，专业力量赋能，保证基金科学高效持续运
转。

项目化——专业团队根据企业、社区、居
民等各方的需求，规划设计可持续发展的公
益项目，促进社区基金良性运转。

去行政化——钱怎么用、用多少，街道充
分采纳社区基金管委会、专业社工、捐赠企
业、居民骨干等多元意见，确保对基金的决策
和运作既合法又有效。

需求导向
发起“善”行动

为让每一笔资金都能发挥出最大的社会
效益、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成立初始，天

宫殿街道“社区阳光基金”就确定以需求为导
向，街道各板块工作形成合力，街道社工站、
9个社区社工室配合，定期向居民征集心愿。

通过精准对接需求，“社区阳光基金”推
出一个街道主品牌项目——“心愿口袋”天宫
殿街道圆梦公益项目。该项目从对“人的考
量”角度出发，由街道统筹调动辖区各类资
源，满足辖区儿童青少年、残障人士、异乡人、
青年奋斗者、女性、长者等微小、实效、实用的
日常生活与精神需求，为每一位居民“圆梦”；
同时，积极鼓励辖区单位企业加入到“圆梦
人”行列中，打造一个搭建帮扶桥梁和富有正
能量的公益品牌。

“这是你要的洋娃娃，快打开看看。”
“小朋友，听说你想要一块抹布为妈妈做

家务，我们特别感动。这是你要的清洁抹布，
我们还准备了一套文具，希望你好好学习。”

在两江新区天宫殿学校，“心愿使者”们
带着礼物走向孩子们，依次为他们送上礼物，
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圆梦”前期，社工们走进学校征集心愿，

被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所感动，参与活动的重
庆正能量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将“圆梦资金”从
5000元追加到3万元，圆梦范围也从50个
孩子扩大到340个。

街道还成立项目工作组，对前期征集到
的300余条心愿进行梳理分析。社工发现，
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是进城务工子女，孩子
们对爸妈的陪伴较为渴望、期待，有60多个
小孩的心愿是爸爸妈妈陪他们看一场电影，
还有些孩子希望爸爸妈妈早点下班。

孩子的精神需求不容忽视，“心愿口袋”
项目组又设计了系列公益行动——向这些家
庭送上亲子电影套票；请来专业心理咨询师，
为家长们上课，阐明陪伴的重要性；链接律师
团队认领心愿，开设口才兴趣班，增强孩子们
的自信心。

“完成心愿不是终点，我们还通过‘社区阳
光基金’开展心愿追踪服务。”张德龙举例说，
有个孩子的心愿是想提高自己的数学成绩，基
金不仅送他数学练习册，还联系了社区，开展
趣味学习活动，让志愿者给孩子“开小灶”。

众人拾柴
激活“善”网络

记者了解到，9个月来，天宫殿街道共有
80余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响应“社区阳
光基金”公益项目，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捐赠金额共计22万余元，带动1200多志愿
者参与。

在“心愿口袋”主品牌项目的持续开展
下，天宫殿“社区阳光基金”进一步拓展了公
益服务类型，发布了多个公益服务子项目，包
括“心语”困境儿童圆梦行动、“遇见”残障家
庭城市微旅行行动、“微孝护苗”公益便当项
目、“小小规划师”社区花园共绘项目、“跨龄
互助”社区关爱项目等，共为辖区500余名青
少年，100名社区高龄空巢老人、29名困境
儿童、40户残障家庭和10户困难家庭提供
了定制化的公益服务，解决了一批民生“小急
难”。

在天宫殿，多个社区有了细微的变化，一
个个“小心愿”的实现，提升着居民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社区阳光基金”逐渐打响了名号，
成为社区居民需求的“回应者”、社区活力的

“撬动者”、社区治理的“推动者”。

看街道级“社区阳光基金”如何解决“小急难”推动“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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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展板上贴下自己的心愿便利贴。 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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