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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北区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养老、救助、
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养老服务“三级联动”提质增效——
创新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引擎+社会参

与”的养老服务体系，全国首创养老服务“提存
公证”资金监管模式，退费时长压减80%，养老
机构入住率提升至89%。建成29个社区老年
食堂和66个助餐点，“微利可持续”模式获央视
《经济半小时》专题报道，日均服务4000余人
次。全区构建“区智慧平台—12个镇街中心—
116个村社站点”三级网络，为17.6万老年人建
立动态档案，累计提供居家上门服务6.7万人
次，满意度达98.2%。

社会救助“多元协同”精准滴灌——
打造全市首个区级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

打通11个部门45项政策壁垒，建立“政策工具
箱”实现“一件事联办”。创新“物质+服务”综合
救助模式，梳理31项服务需求清单，开展蜡染、
茶艺、护理等技能培训31场，惠及8000人次。
设立社区慈善基金36支，惠及困难群众1.48万
人次。2024年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480
人，发放资金3360多万元；持续11年的“小桔
灯”助学项目累计奖助学生254人。

就业服务“数字赋能”扩容提质——
2024年以来，江北区发放就业补贴1.81亿

元，城镇新增就业9.2万人总量居全市前列。构建
“1+3+100”零工服务体系（1个数字驾驶舱+3个
区级市场+127个社区站点），开发“工作就近帮”
小程序推送岗位20万条。在鱼嘴智能制造业零
工市场，工作人员为49岁的陈师傅精准匹配了平
洋工贸设备维修岗位，他不但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的梦想，每月收入还增加了1000多元。

健康服务“关口前移”普惠基层——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打通卫健、公安、医保

等6部门壁垒，将出生证明、户口登记等10项业
务简化为1套流程，实现“当天申报、当天审批、
当天寄送”，接受中央改革办访谈获肯定，受到
央视《焦点访谈》深度报道。产妇刘欢欢通过手
机提交申请，3天内收到出生证、户口本、社保卡
等全套证件，“比生老大时少跑6个部门，节省
近一个月”。

以15分钟为标尺，江北区打造出功能复
合、便捷舒心的生活服务网络。

在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北仓文创街区
将60年代纺织仓库改造为文化地标，并盘活
3300平方米老厂房建成综合服务中心，集成
托幼所、社区食堂等全龄服务。00后创业者
何曼玲的餐厅从 1间扩至 3间，“通过‘渝快
办’预约维修、办证，半小时搞定手续。”目前，
街区新增创业店铺104家，带动就业579人，
日接待游客超万人次，成为“老社区里的新生
活”样板。

江北城街道三洞桥社区聚焦金融从业者需
求，打造“乐学三洞桥”教育品牌。退休教师张
阿姨每天在社区排练室走秀：“走到活动中心就
5分钟，比老年大学更方便。”

大石坝街道在洋炮局1862文创园打造磐
溪学堂，开设非遗剪纸、咖啡品鉴等夜校课程
812次。鸿恩寺森林图书馆创新“信用+阅读”
系统，年均接待40万人次；北仓书房保留工业
桁架结构，年均举办百场读书会，成为文艺青年
聚集地。

在江北区，83 个银行网点可办 20 项社
保高频业务，实现社银合作网点全区覆盖、
全市领先。74岁的泸州退休人员何女士在
工商银行自助完成异地养老认证，免除跨省
奔波。

以改革破题、项目
筑基，江北区在关键领
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城市更新有机生
长——

江北区在“两江
四岸”治理打造18公
里滨江步道，串联明
玉珍睿陵、重庆大剧
院等18处文旅地标，
建成9个景观平台、6
个篮球场。创新“桥
下灰空间”利用模式，
在洋炮局文创生态湾打造夜光营地、亲子乐园，月接待游客超5万人。投资
17.7亿元完成38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3.2万户。在鲤鱼池社区，1896平
方米外墙翻新让“城市伤疤”变“风景线”。知行路口袋公园将2700平方米杂
草边坡改造为“小绿洲”，居民李大爷感慨：“买菜路上多了个歇脚地。”

教育优质均衡领跑西部——
2024年投用培新小学、洋河花园实验小学翰澜校区等3所学校，新增学位

7930个。创新“四梁八柱”集团化办学体系，区内86%中小学探索组建教共
体。全市率先建成“教育多维实景图”系统，集成全区学校720度云景，家长龙
先生通过手机“云逛校园”消除择校焦虑。实施“1238”心理健康工程，完成14
万人次心理筛查，建成64个标准化心理辅导室，学生心理健康知晓率达95%
居全市领先。

医疗改革双轨突破——
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区人民医院五里店院区进入装修尾声，投用后将填

补江北嘴金融城医疗空白。创新“三医协同监管平台”，归集投诉数据6600余
条，建立医疗机构“驾照式计分”制度，对597家机构实行“红橙黄绿”分级监
管。《江北区创新推进“三医”协同监管数字化改革》被市委改革办评为2025年
全市基层改革典型案例。医检互认平台调阅6.3万人次，减少重复检查3996
人次，为群众节约医疗费用79万余元。

当74岁的何女士在银行10分钟完成异地养老认证，当脑梗老人龚大爷足
不出户享受专业护理，当00后创业者何曼玲在指尖办理各类事项……这些生动
图景诠释着：江北区用改革力度提升民生温度，
以项目硬度锻造幸福厚度。

从“飞线下地”到“滨水贯城”，从“提存公
证”到“医检互认”，每一个创新突破都在解民生
之忧，每一项硬核建设都在谋民生之利。这不
仅是超大城市治理的江北实践，更是中国式现
代化民生答卷的鲜活注脚。
王彩艳 陈佳佳 图片除署名外由江北区教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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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鸿恩寺图书馆阅读 摄/李显彦

华新实验小学鹿鸣校区

近年来，江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民生实事、“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

建设、改革攻坚和重大项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件件民生实事开花结果，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画卷，为江北打造中国式

现代化重庆先行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北 以人民为中心绘就幸福生活新图景

▲“重庆最美口袋公园”新村
致远小学口袋公园 摄/李显彦

▲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综合服务体
一楼，居民在社区食堂用餐 摄/李显彦

▲6月14日，在建的江北区人民医院
五里店院区 摄/李显彦

江北嘴金融中心钻石广场江北嘴金融中心钻石广场 摄摄//李涛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