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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32.02%

2 住房城建 18.11%

3 医疗卫生 10.80%

4 市场监管 7.20%

5 交通运输 3.54%

6 司 法 3.08%

7 治安管理 2.95%

8 城市管理 2.61%

9 民生服务 1.51%

10 科教文旅 1.46%

一周热点排序

这些事解决了

这些事还没解决

探寻基层治理密码 49

市民来电：荣昌区五洲国际四季花园小区有
业主拆除阳台承重柱进行违建，存在安全隐患，多
次向物业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大渡口区钢铁路工业博物馆往九
龙坡方向的路段，时常存在车辆超速行驶的现象，
导致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在该
路段增设抓拍摄像头或区间测速设备。

市民来电：江北区宏帆路悦湾北区公交站附
近的信号灯故障，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存在安全
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热线提供，截至6月12日）

□本报记者 张莎

6月8日，渝中区“渝事好商量”协商会在
渝中区上清寺街道美专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协商议事厅”举行，在各方协商、碰撞下，增设
儿童休闲活动场所、完善临崖步道配套设施、
学田湾院坝提档升级三个议题一一敲定。

“上清寺辖区内有6所幼儿园和7所中小
学，教育资源丰富，儿童数量较多，举办的活动
也多，但是与之配套的儿童休闲活动场所很
少，儿童很难找到适合的休闲活动场所。”

“自2022年年底临崖步道建成开放后，在
这里散步游玩的居民、游客越来越多，不少人
反映这里缺少配套的基础设施，想喝水也要走
一段路，很不方便。”

“文化宫后门附近有一个1000多平方米
的院坝，位于学田湾社区范围内，长期闲置、杂
草丛生，居民希望能够将其整理出来，打造成
一个休闲院坝。”

协商会一开始，隆准、王冬梅、罗大文三位

渝中区政协委员就相继抛出自己调研发现的
问题。

记者了解到，根据“党政点题、委员荐
题、社会征题、群众出题、网格筛题”等方式，
上清寺街道通过组织政协委员走访调研等
方式，深入社区、群众身边收集各类问题10
余条，部分问题已通过沟通协商得到解决。
这次特别选取辖区居民反映较大、迫切需要
解决的三个有代表性的议题，纳入协商会进
行协商。

“渝中区是重庆首批2个儿童友好试点城
区之一，围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区里有一些
规划。”

“临崖步道配套设施的确不完善。”
“闲置院坝怎么改？我们想听听居民的意

见。”
……
渝中区发改委、区住建委、区城管局、区妇

联、区城市更新公司、中煤科工设计院、昕端工
程设计院、上清寺街道和社区相关负责人，以

及社区居民代表一一发言，提建议、出主意。
两个小时协商会后，各方达成可行的实施

方案，并签署《协商意见书》——
在上清寺辖区改造一个城市公园，包括全

年龄活动区、社交区、运动区，并为孩子们打造
节气花园、植物园、微农场、野趣游乐园、自然
花园、探秘防空洞，增设儿童休闲活动场所。
同时，有序推动适儿化改造工作展开。

在完善临崖步道配套设施方面，打造楼梯
下咖啡馆、增设移动公厕。

对于学田湾闲置院坝，居民们对喝茶下棋
打牌的需求较多，这里将变身为“百姓记忆茶
苑”，增设竹椅方桌、青砖瓦舍。

“这次协商会后，我们立即进入实施阶段，
最快下半年落地见效。”上清寺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渝中区政协上清寺街道联
络委主任高盈介绍，这三个议题都是通过“见
缝插针、改头换面、共建共享”的方式，将“灰色
空间”打造成“金边银角”，旨在充分激活城市
活力，切实提升居民幸福度。

【记者手记】

让遇事好商量形成一种制度

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渝中区这场“渝事好商量”协商会在
短短 2 个小时内给出了三套解决方案，体现
了基层协商民主的群策群力作用和社区治理
的高效。

事实证明，只有充分发扬基层民主，广
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声音，广泛吸纳民智，
才能真正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落到实处。当
前，主题教育正深入推进，以问题为导向，聚
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主动寻找应对之策
解决之道，让人民群众满意，已成为我们的工
作导向。

我们希望，让遇事好商量成为一种制度，
在实践中走深走实，为群众解决更多的急难
愁盼。

为儿童建个城市公园、临崖步道配个咖啡馆、闲置院坝升级为坝坝茶

这场“渝事好商量”3个“百姓议题”落地

垃圾堆积臭气扰民 清运完毕
市民反映：武隆区四季武隆城乾元小区附近

垃圾收集站，有垃圾堆积未及时清理的情况，臭
气扰民，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及时清运垃圾。

武隆区市政园林管理局回复：接到市民反映
问题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看，情况
属实。经核实，因车站施工道路封闭，造成垃圾
收运车辆无法及时收运。工作人员立即安排收
运车辆对此处垃圾进行了清运，现已清运完毕。

珊瑚公园附近大量积水 恢复通行
市民反映：重庆珊瑚公园附近道路出现大量

积水，影响市民通行，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及
时清理积水。

渝中区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中心回复：经核
实，积水系市政主管道水管发生爆裂所致，已启
动应急预案，及时安排维修工作人员现场处置，
现该路段积水已清除，恢复正常通行。

污水管道破损 排除隐患
市民反映：大渡口区建胜镇建新社区龙桥花

苑3组团小区2号停车库顶部地面下沉、污水管
道破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大渡口区建胜镇建新社区回复：经现场查看，
情况属实。建新社区及时将该情况上报建胜镇
人民政府，并同步联系了专业维修公司对污水管
道进行了修复，目前已排除安全隐患。

市民私自安装地锁 清理拆除
市民反映：渝北区加州城市花园小区附近人

行道上，有市民私自拆除隔离地桩安装地锁违法
停车，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渝北区龙溪市政监察大队回复：接到市民反
映问题后，龙溪大队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进
行查看。经核实，该处存在私自设置地锁现象。
执法人员已将设置的地锁进行了清理拆除。

人行道路面塌陷 立即修复
市民反映：九龙坡区西彭镇西竹路社区西华

路36号附近人行道路面塌陷，存在安全隐患，希
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九龙坡区西彭镇政府回复：接到市民反映问
题后，立即安排工人对塌陷区域进行了修复，保
障通行安全。

公园篮球架摇摇欲坠 修复完毕
市民反映：璧山区瀚恩公园内，篮球架破损严

重，摇摇欲坠影响市民锻炼，存在安全隐患，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璧山区市政设施科回复：接到市民反映问题
后，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核实查看，并向厂家定制
篮球架，收到货品后立即安排施工队伍对篮球架
进行检修，现已修复完毕。

地铁站导向标识有误 立即整改
市民反映：南岸区观邸一组团附近地下通道

往弹子石地铁站导向标识有误，存在绕路的情
况，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及时更正。

南岸区市政设施管理处回复：经现场查看，避
免给行人造成误解，已安排工作人员将错误的指
示牌取消。

（记者 张莎 整理）

市检察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召开首次公开听证会

讲述150岁古塔“容颜焕发”
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张莎

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位
于大足南山的文峰塔在完成长达一年半
的保护修缮后重新与市民见面。6月 9
日，一场文物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公开
听证会在刚刚落成的市检察院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举行，将古塔“容颜焕发”的背后
故事娓娓道来。

一份检察建议
“石刻医生”为150岁古塔治病疗伤

听证会前，大足区检察院邀请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实地查看南
山文峰塔文物保护情况。大家步行来到
山顶，眼前通体石质的南塔巍峨高耸，扑
面而来的，是一股历史的厚重感。

“它曾经‘病’了，但它现在‘好’了”。
历时一年半时间，这座150岁的古塔从“伤
痕累累”到“容颜焕发”，人民监督员旷运
福满眼都是欣慰。

“北塔、南塔是我们大足的地标文物，
大足人对它们怀有深厚的乡土情怀，但现
在南塔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时间回溯
到2021年9月，旷运福偶然了解到南塔通
体有多处石块剥落，下层塔身遍布“到此
一游”等人为刻划痕迹，周边草丛中还随
意丢弃着食品袋、矿泉水瓶等垃圾，遂向
大足区检察院反映，希望检察机关做些工
作保护文物。

南塔，又称文峰塔，高约15米，始建于
1873年，为圆锥形石塔，对于了解清代仿
木石塔建筑具有重要价值，被列为区级文
物保护单位。

大足区文化遗产检察官通过走访调
查，核实了旷运福提供的线索。

不能让南塔继续“病”下去！大足区
检察院正式立案，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督促文物属地的街道筹集保护
资金40余万元，并委托大足石刻研究院对
文物进行整体修缮。

“塔顶部分受损严重，是本次保护修缮
的重点；塔刹错位突出，可以看到部分已开
裂，十分危险……”曾为大足石刻千手观音
修复“疗伤”的党的二十大代表、“石刻医
生”陈卉丽是该工程文物专家团队成员之
一。她认为，为文物“延年益寿”，除了科技
手段，法律监督同样不可或缺。

从对最危险的地方进行加固，到预加
固完成后对南塔表面污染物、苔藓、霉菌、
灰尘的清理，再到对裂隙进行粘接、封堵
……历时一年半时间，南塔从“伤痕累累”
到“容颜焕发”。

旷运福见到，环绕南塔新修的防护栏
和文物保护警示牌引人注目；塔身方圆30
米范围内的杂草和垃圾已被清理干净；塔
身之前的脱落、裂痕等已消失不见。

现场听证会上，经各方评议，听证员
一致认为，检察机关协同有力、行政机关
履职充分，该文物承载的公共利益得到有
效维护。

一个创新平台
源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探索

这次听证会，是重庆市检察院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建成以来，首次开展的检察办
案活动。

2022年重庆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提

出推动建设市级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中心
的建议。重庆市检察院在听取相关单位
意见并充分论证后，统筹推进重庆市检察
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建设，历时一年，该
项目于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

“选择想要守护的文化遗产，和它拍
照‘打卡’并手写签名，用手机微信扫描二
维码，就能下载一张电子明信片珍藏。”走
进位于大足区宝顶镇的保护中心，“守护
国宝”互动游戏让人耳目一新。

记者见到，保护中心分为检察办案协
作区、展览馆区和研学区。在检察办案协
作区，文化遗产检察官可以在特邀文化遗
产检察官助理配合下，现场受理举报、办
理相关案件、组织专家研讨、开展听证活
动；展览馆则面向群众，常态化开展文化
遗产保护的法治宣传、警示教育、知识科
普；研学区还可以通过预约方式，为相关
单位、团体提供专业化的研学服务、法治
培训。

据悉，保护中心已与大足石刻研究院
等专业机构合作，陆续开发文化遗产大讲
堂、检察官讲法治课、古墓葬保护现场教
学、检察听证互动体验等研学项目，打造
拓展知识、研学旅行的“打卡”目的地。

这不是重庆检察机关首次参与文化
遗产保护，三年前，我市就基于法治，探索
文物保护机制。

2020年，大足区检察院与大足石刻研
究院签订了全市首个“关于在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加强公益诉讼与文物保护合作的
协议”，并在大足石刻博物馆设立“文化遗

产检察官办公室”，由4位检察官轮值，大
足石刻研究院派出3名专家兼任特邀文化
遗产检察官助理，提供文物认定、价值评
估和修复索赔等专业支持。

依托该平台，大足区检察院聚焦石窟
石刻、古建筑、古墓葬、革命文物、传统村
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已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14件，以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辖
区有关部门开展文物修缮13处、遗址清理
发掘1处，消除文物安全隐患14处，补续
非遗项目传承1个，落实文化遗产保护经
费700多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3年来，该平台共提
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案件专业咨询26次，
其中多次涉及“异地”咨询。

2020年底，黔江区发生一起重大古墓
盗掘案，大足、黔江两地检察院协作联动，
以大足石刻研究院的修复设计思路为蓝
本完善保护方案，促进此案顺利办结，3名
被告人被判承担连带赔偿文物保护和修
复费70万元。

一支专业队伍
文化遗产检察官让文物“活”起来

数据显示，重庆现有可移动文物
148.3万件，不可移动文物2.6万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3项。“面对数量庞大、
零散分布的文物，专业化保护力量越来越
捉襟见肘，近年来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案件多发。”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林必忠坦言。

2020年4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关
于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试
行）》出台，明确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公益
诉讼案件范围拓展重点领域，重庆文化遗
产检察官队伍也由此集结。

巡查走访为文物“把脉问诊”、发出检
察建议督促整改、与文保专家合作……文
化遗产检察官与时间赛跑，为文物护航。

在渝中区文化遗产检察官检察建议
督促下，曾饱受风雨侵蚀的佛图关摩崖
石刻经过专业修缮后重现风华，不仅能
让市民与历史对话，更能近距离感受巴
渝古韵之美。为力求最佳保护效果，渝
中区检察院会同文旅委等多部门多次召
开推进会、技术交底会，并邀请石质文物
专家进行现场调研和指导，反复论证修
复方法和技术标准，确保最大限度保护
文物本身价值。

梁平区文化遗产检察官通过检察建
议推动辖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先后办理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类案件9件，发出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5份，督促相关方面
对全区24处零散革命类不可移动文物完
成了修缮工作。

“菜地没有了，废品回收站搬走了，家
门口的文物终于恢复了原貌……”在江北
区文化遗产检察官督促下，位于大石坝街
道石门新村的革命文物“蜀都中学旧址”
修缮一新。

酉阳县检察院探索“观察员+跨区域
协作”模式，与贵州省检察机关共同推动
跨省交界地区红色资源保护，该县南腰界
红三军大坝祠堂等多处革命遗迹已展露
新颜。

市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彭劲荣表示，
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在文物保护领域办案155件，一
份份高质量的检察建议正对全市文物保
护工作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市检察院
还将搭建集线索和调查于一体的智慧平
台，让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更精准
更高效。

▲6月9日，大足区南山山顶，南塔（文峰塔），
文化遗产检察官正在介绍南塔相关情况。

▲6月9日，重庆市检察院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首次公开听证会现场。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专家正在开展
南塔修复工作。 （大足区检察院吴杰摄）

▲6月9日，大足区南山山顶，南塔（文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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