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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作

为一个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新
区，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产业发
展活力迸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人汇聚于此工作生活。

让来者安居乐业、安心逐
梦，考验着科学城高新区的公共
服务能力和水平，也是支撑这座
城市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底
气、动力源泉。

科学城高新区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市委六届六次全会精神和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惠民强企工作导向，持续加大投
入、补齐短板、兜牢底线，促进教
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基本公共
服务质效加速跃升，全方位改善
人民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打造宜
居宜业宜学宜游现代化新城。

如今在科学城高新区，一个
个“民生愿景”正在加速变成“幸
福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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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科学城高新区的教育
版图再添新子：大学城沙坪坝第二小
学校、重庆巴蜀科学城中学国际课程
中心正式开班办学。

家门口的好学校越来越多，已然
成为科学城高新区市民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科学城高新区按照“规
划一批、储备一批、新建一批、扩建
一批、提升一批”思路，累计投入近
30亿元，新建改扩建巴蜀科学城中
学、川外科学城中学、明远未来小学
等优质学校 10 所，新增学位 2.5 万
个，北师大重庆科学城实验学校、华
中师大重庆学校、西部（重庆）科学
城谢家湾学校等5个高品质学校项
目正抓紧建设，学前“五朵金花盛
开”、小学“七仙女下凡”、中学“八匹

马赛跑”的“578”集团办学新格局加
快成型。

同时，科学城高新区围绕“科创
高新·智慧教育”发展思路，锚定“一
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大变样、
未来5—10年建成一流的国际化、现
代化教育强区”目标，坚持统筹推进
教育综合改革、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改革，推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
机制、数字教育等变革创新，迭代升
级“新智慧教育”“1345”智治体系，
全力打造西部基础教育特区。

一大批“全市先行先试、全国争
先进位和具有科学城辨识度”的标志
性教育成果加速涌现——

大力实施“S2C”数字教育变革，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构建“三端两

域”新空间，实现互联网、大数据对
学生的学习情况、个性发展情况以
及助学者的育人行为等的全面采
集、深度整合和精准分析，为学和教
提供指导。

打造新智慧教育“五学课堂”，聚
焦学生核心素养培养，通过“问题引
学、情境创学、活动互学、数字助学、
评价优学”方式打造“学为中心、素养
导向”的活力课堂。目前，全区已经
打磨全学段、全学科“五学课堂”示范
课3000余节，56节优质课例入选“部
级精品课”。

组建“新智慧美育共同体”，聚焦
全场域全生态美育浸润，聚集72所
成渝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中小学幼
儿园联合打造“新智慧美育共同体”，

创建全国全市艺术、体育等特色学校
26所。项目入选教育部信息化教学
应用实践共同体。

当前，科学城高新区已成功创建
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全国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教育部“央
馆人工智能规模化课程”应用试点
区、重庆市中外人文交流创新区，获
评重庆市“智慧教育应用示范区”“双
减最佳区”，区域教育满意度达
97.3%；正加快开展全国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区“两个国字招牌”创建，目前已顺
利通过市级督导认定。科学城高新
区教育，已经成为全市基础教育的一
张靓丽名片。

今年年初，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
学城医院顺利通过评审，成为科学城
高新区第一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与此同时，另外两家“三甲”医院
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位于金凤镇的重庆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科学城院区项目，一期工程土建
结构完成95%；位于西永街道的重庆
市第四人民医院科学城院区主体结构
已完工，正在实施外立面装修、幕墙安
装等工作，计划明年建成投用。

“三甲”医院的扎堆落地，无疑为

科学城高新区全面提升卫生健康服务
水平提供了硬支撑。

在医疗水平“提起来”的同时，如
何让优质的医疗资源和服务“沉下去”
成为摆在科学城高新区面前的一道必
答题。

为此，近年来，科学城高新区立足
“健康科学新城、数字医疗高地”目标，
不断夯实基层卫生资源，完善分级诊
疗体系，深化医联体互动合作，全方位
提升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保
障水平。

例如，将曾家镇卫生院升级为二
级综合医院、更名为重庆高新区第一
人民医院，新建虎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白市驿、含谷镇卫生院迁建投用；
探索医联体内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通道互用、结果互认等机制，在全市首
推区域医共体药品、耗材SPD精细化
管理；利用云服务平台，建设医疗信息
化系统，上线“互联网+”远程诊疗服
务，提升区域医疗信息化水平；深化

“县聘乡用”“镇村一体化管理”等改革
下沉医疗资源；多维度引、育、留高级
职称卫生专业技术人才，人才结构进
一步优化。

此外，该区在全市率先推出“双
医”联办审批制、“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全程网办等卫生领域“放管服”改革，
切实提升群众就医、办事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在一系列先行先试的创新举措之
下，科学城高新区的优质医疗资源变
得“触手可及”，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
门口”便可享受到更加均衡、便捷、高
效的医疗服务。

科学城高新区，地处重庆主城西部槽
谷，巴渝文化、抗战文化、当代文化在这里
交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

这里有上邦高尔夫、海兰云天、贝迪颐
园等多个4A级温泉景区，有走马古建筑
群、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旧址、白市驿革命
烈士纪念碑等文物保护单位，有走马镇民
间故事、川剧、含谷火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如何将这些“文旅富矿”转化为“精神
食粮”，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
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科学城高新区选
择从“高水平保护”与“高质效供给”两个方
面破题。

一方面，科学城高新区坚持在保护中
传承，在传承中创新，让众多文物及文化

“传”下来、“活”起来、“火”下去。
当下，该区正以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工作为契机，创新引入多元资本，通过
尝试文物认养等方式，开展万家宅院等文
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护、利用开发，探索可
持续的文旅发展业态。

此外，该区还大力支持开展非遗课
程，引导中小学引进优质非遗项目作为特
色课程，培养“小小传承人”。科学城驿都
实验学校“川剧普及艺术实践案例”荣获

“2024 年重庆市非遗进校园优秀实践案
例”。

另一方面，科学城高新区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升级平台阵地、拓宽服务渠道、丰
富供给形式，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

为此，该区正在布局图书馆、文化馆、
科普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设，强化“文
化+互联网”“文化＋科技”赋能，建成1个数
字图书馆、8个24小时智慧书房、10个街镇
级综合文化中心、95个村社区文化室，打造

“无界文化艺术周”“驿都有戏·非遗有约”
“周末走马故事会”等特色文化活动品牌，
“一刻钟文化服务圈”加快成型。

在科学城高新区，各类优秀文化的高
质量供给，正如春风化雨般浸润着人们的
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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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又好吃，10块钱就可以吃
得很饱。”今年夏天，家住曾家镇龙桥

社区的李婆婆几乎每顿饭都在楼下新
开的老年食堂解决的。

“一老一幼”是大多数家庭的主
要关切。近年来，科学城高新区持

续聚焦“一老一幼”领域
重点需求，加强养老托
育服务体系建设，努力
解决“上有老下有
小”家庭的后顾之
忧。

其中，养老方
面，科学城高新
区加快建设8个
社区养老综合
服务体，打造老
年大学、老年关
爱中心等空间，

构筑“15分钟养老服务圈”，目前已建
成养老服务中心9家、站点28个、床
位1094张，老年食堂6个。

同时，该区还探索“医养护服务一
件事”新路径，推动“养医护三融合，养
老不离家，医疗不离线”的一站式居家
养老模式，已为4.5万名老人签订家
庭医生。

托幼方面，科学城高新区持续加
大设施投入，创新托育服务，建成全
市首个“老幼共托”社区，是全市首个
以社区为核心，兼具“托老+托育”的

“社区+”试点工程。此外，高新区还
成立了未成年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
心，辖区中小学全部配备心理健康副
校长，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得到妥善
安置。

统筹解决“一老一幼”问题，正是
科学城高新区办好民生实事的一个实
践缩影。

近年来，科学城高新区紧盯群众
的“急难愁盼”，坚持用心用情办好民
生实事，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例如，为更好服务特殊人群、困
难群体，科学城高新区正在联合打造
社会救助、社会组织、公益慈善3大
服务联合体，预计年底前完工；针对
退役军人，该区积极开展待遇落实、
就业创业、关爱帮扶等服务保障工
作，持续营造全社会关爱、尊崇军人
的良好氛围。

核心提示

市民在走马古镇书房开展读书分享活动市民在走马古镇书房开展读书分享活动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科学城中学新生开学典礼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科学城中学新生开学典礼

虎溪街道虎溪街道““老幼共托老幼共托””社区社区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学城院区效果图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学城院区效果图

大力实施“新智慧教育”加快打造西部基础教育特区

完善“三级诊疗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守护群众健康安全

回应群众期盼 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坚持文化惠民
打造“一刻钟文化生活服务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