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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寡、失独、监护人缺失的老人晚年生活如何安顿？
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启动意定监护困境帮扶

“政府出面当监护人，帮扶你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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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10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电凯斯·赛义德，祝贺他当选连任突尼斯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突尼斯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
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富有成效，传统友谊不断深化。2024年5月，你成功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我同你共同宣布中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推
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我高度重视中突关系发展，愿同
你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继续传承中突
友好，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突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
远。

习近平致电祝贺赛义德当选连任突尼斯总统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在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

“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对他们
予以亲切勉励，向全国的老年人致以诚挚
问候。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大家积极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
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中
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财富。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
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老龄工作，聚焦老年
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完善政策举措，营造良
好社会环境，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
挥好、权益维护好。

“银龄行动”是由全国老龄委于2003
年发起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主要是组织
各领域老专家、老教授支援欠发达地区。
截至目前，全国参加“银龄行动”的老年志
愿者累计有700余万人次，开展援助项目
4000多个，“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
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近日，“银龄行
动”老年志愿者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参加志愿服务情况，表达继续发挥专
长、回报社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
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

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

“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
你们好！来信收悉。多年来，大家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利用所学所长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
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老龄工作，聚焦
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完善政策举
措，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把老年人生活
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

重阳佳节即将来临，祝你们和全国
老年朋友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24年10月9日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习近平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的回信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张燕

近日，重庆迎来一场“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活动。7
天时间，近百名记者深入超级工厂、产业园区、大街小巷、田
间地头，用镜头定格高质量发展的千般面孔，用笔墨书写高
质量发展的万种可能。

脚步，是丈量发展的标尺。走进赛力斯工厂，看最快30
秒下线一辆新能源汽车，感受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魔力；走进
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看生猪养殖、贩运、屠宰“一网式”
实时监管，体会数字化的妙用；走进火锅食材产业园，看火
锅底料生产的“秘密”，探寻园区集聚效应；走进民主村社
区，看干净整洁的社区环境、功能完善的服务中心，读懂人
民至上的理念……

走得越近，感受越深。正如人民日报记者所说，“以前，
我们只是在电视上看到重庆的夜景非常漂亮，通过这次主
题采访，才发现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

发现活力的过程，就是聆听奋斗足音的过程；探访城市
的过程，就是触摸发展脉动的过程。这一路，记者们走过十几
个区县，记录各行各业的昂扬之姿、担当之志，由点带面、又串
点成线，创作出一大批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品，讲
述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美感动、最佳实践、最新样本。

你看，人民日报关注“开放之城”，推出《重庆国际物流
枢纽园：从内陆走向开放前沿》；新华社关注“重庆造”，推出

《新能源车产量缘何增长逾1.5倍？——重庆力促汽车产业
向“新”向“智”观察》；光明日报关注“民生实事”，推出《重
庆：社区微阵地 服务大民生》……在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
的结合中，我们读懂了发展；在典型案例与鲜活人物的融合
中，我们读懂了重庆。

脚步声，声声入耳；发展事，事事关心。笔墨、镜头之
中，高质量发展的篇章正在不断书写，重庆的故事正在持续
上演。

在行走中感受发展脉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办一张卡，衣食住行都能用。”“登上一辆车，
就可以找到工作。”“买下公租房，我也有家了。”

9月23日至29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重庆
主题采访活动中，近百名媒体记者用精彩的画面、
细腻的笔触记录重庆在做好民生保障和改善、创
造高品质生活的生动实践。大家纷纷感慨：“高质
量发展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一张卡实现“幸福梦”
“我们可以用它缴水电费、吃饭、取退休金、逛

超市、乘坐公交车，这张卡让老年人的生活更便
利。”在江津区珞璜镇碑亭社区服务中心，72岁的
居民彭中安向记者描述了社保卡给他生活带来的
方便。

传统印象中，社保卡只用于医保报销和退休
金发放，但江津区主动挖掘民生需求，在碑亭社区
成功创建全市首个社保卡“一卡通”应用全生态社
区。在这里，居民出门只要手持社保卡或是刷脸，
就可以享受“一卡通办、一卡通游、一卡通行、一卡
通阅、一卡通购”等多场景应用。

碑亭社区党总支书记白贵敏介绍，比如在社
区图书阅览室，居民可以使用社保卡借阅书籍；在
社区食堂，可以刷卡吃饭，还能享受到优惠。

“社区从今年6月1日正式施行社保卡‘一卡
通’，目前已惠及6678名常住居民，并辐射周边多
个社区。”白贵敏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正尝试
使用“一卡通”功能。

除江津区外，巴南区、潼南区也正在加快创建
社保卡“一卡通”社区。下一步，市人力社保局将
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社保卡“一卡通”社区建
设，并根据市民的现实需求，逐步完善各项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3634万人，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69%，社保卡居
民服务“一件事”实现人社领域105项服务“全业务
用卡”，全市公共交通实现“一卡通行”，3.3万个定
点医疗机构可持卡就医购药，川渝两地24个景区
可用卡购票预约、174家图书馆可持卡通借通还。

一辆车实现“就业梦”
“有时间就来，也可带回家做。既不耽误照顾

孩子，还能增加一些收入。”搭乘大渡口区“义渡就
业列车”，该区新山村街道的“宝妈”李钱英在义渡
壹秋堂巾帼非遗工坊实现了灵活就业。（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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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超大城市治理是世界级难题，重庆作
为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需要从体制机制
入手，推动城市治理模式创新、方式重塑、
结构重构。

2023年起，我市实施连续3年“城管进
社区”建设工作，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探
索新路子。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284个

“城管进社区”试点社区建设。一年多来，
“城管进社区”让城市管理者下沉至基层社
区，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实现了治理流程的
简化；政府、社区、居民、物业各方共同参与
基层治理，实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数智
化手段广泛应用于城市管理，实现了治理
方式的智能化。

贴心“管家”回应群众烦心事
9月24日上午10点，在沙坪坝区覃家

岗街道凤天路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区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派驻街道执法人员

赖东、李京阳正在接待前来反映问题的居
民。

“孩子在凤鸣山小学读书，冬天放学晚
了，回家途中的路灯不亮，我们很担心小孩
的安全。”

“有些业主在金阳易诚国际小区的空
地里种菜，施肥搞得臭气熏天，你们城管一
定要管下。”

“社区很多植物都被晒蔫了，能不能想
办法救救它们？”

……
“路灯和小区种菜问题比较复杂，我们

先安排同事去核实下，植物问题今天就请
区绿化工程处的同事来社区，给大家普及
高温天气绿化浇灌的知识，同时对社区绿

植进行专业养护。”赖东认真做了记录，一
一回应居民关心的问题。

除了反映问题，现场也有来表达感谢
的居民。

“没想到这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一定
要来给你们点赞。”居民陈天桂向赖东竖起
了大拇指。

原来，此前一下大雨，凤天大道绿化带
泥土就被冲出来，污染车行道。还有一些
人行道的砖块松动破损，一不小心踩上去，
鞋子、裤脚就会被溅上泥水。

陈天桂告诉记者，向身边“管家”反映
后，一个月内，绿化带和人行道就修复了。

“陈老师倒提醒了我们，前段时间持续
高温又下了雨，我们去巡查下修复的绿化

带和人行道。”接待完居民，赖东和李京阳
立马赶去凤天大道。

妙手“管家”抠出80个停车位
“下班回来，终于不用把车停在公路边

了。”江北区五里店金叶世家小区居民颜良
安松了一口气。由于小区停车位不足，以
前他只能把车“见缝插针”地停在各个角
落，实在没空间了，就停在小区外的车行道
上，既不安全还堵塞了交通。

9月25日，记者来到金叶世家小区，江
北区城管支队执法队员和街道工作人员正
在巡查，看看今年划设的停车位是否标识
清晰，车辆停放是否规范。

（下转2版）

城管进社区 “管家”在身边

重庆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两江短评

老骥伏枥老当益壮，发挥余热展现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的回信凝聚“银发力量”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不久前，一份特殊的统计表在万州区
生态环境局出炉——万州辖区内主要次
级河流33个考核监测断面8月份的水质
情况，以及各乡镇街道的受偿或补偿情
况。

今年1月，万州选定苎溪河、瀼渡河两
条具有代表性的河流，在区内试点流域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6月1日起，万州又将试
点范围扩大到辖区内的其他19条主要次
级河流，实现试点工作全域覆盖。

万州为何要在全域试点次级河流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这会给流域生态环境

带来哪些改变？

共治一河
奖“好水”惩“差水”

故事，要从发源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流经湖北利川和重庆万州、云阳的磨刀溪
说起。

作为长江一级支流的磨刀溪，曾因沿
岸居民随意丢弃垃圾、直排污水、乱挖乱采
河道等，水质逐年恶化。

2018年，万州、云阳、石柱三地签订了
《磨刀溪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明
确上下游区县各自的职责和义务，积极搭
建合作共治的平台。各区县合力统筹推进
流域综合治理，磨刀溪流域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
“以交界断面每月考核监测水质类别

为基础，与当年水质考核目标类别比较，奖
‘好水’惩‘差水’。”万州区生态环境局污染
防治科副科长余望介绍，2023年，万州区
磨刀溪向家断面稳定保持Ⅱ类水质，净受
偿300万元，确保了一溪清水入长江。

（下转2版）

跨界河流从“各自管”变成“一起管”
万州全域试点次级河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10月9日，渝厦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全
面进入铺轨阶段。

渝厦高铁重庆至黔江段设计时速350
公里，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八纵八
横”中厦渝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
2025年通车。

项目建成投用后，重庆中心城区至黔
江的车程将从现在的4小时缩短至1小时
以内，对于加快推进沿线地区“大旅游经
济”发展，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渝厦高铁重庆至黔江段
全面进入铺轨阶段

3—5版刊登“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

梁平聚力打造
城乡融合发展标志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