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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赵乐只身一人从老家广西来到渝北：仅仅两个
月后，她就从区里举办的月嫂培训班胜利毕业，并在龙溪一
家家政公司找到工作；十一个月后，她在龙塔街道一个临街
门面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家政公司；一年零两个月后，她和认
识了一年的男朋友在渝北买房结婚；如今，她已经是一名准
妈妈了，一边经营自己的事业，一边静待新生命的诞生。她
说，“生活在渝北，一切都挺好。”

近年来，渝北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民生导
向，扎实推进创业就业、切实加强社会保障、着力抓好教育科
技、深入实施住房保障等，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解决
了一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越来越多的群众
像赵乐一样感受到了在渝北生活的惬意。

就业在渝北——
劳动技能培训让务工者从打零工到无差别融入

唐小莉家住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兴旺村。一直以来，她都
希望自己能成为城市里一名有技能的工人，可由于文化水平
有限，加之缺乏相应的平台，她一直都只能怀抱着梦想和丈
夫在工地上挑砖打杂。2010 年 11 月，街道得知她的情况后，
让她参加“就业联盟”，并为她在就近的高职报名，学习技
能。3 个月下来，唐小莉不仅掌握了车床、数控车床等操作技
能，还能简单编程。次年 3 月 3 日，唐小莉和 28 名学员一起结
业，分别与几个公司达成意向协议。

就业联盟仅仅是渝北区众多部门实施就业帮扶工作的
一个代表。渝北地处“两江新区”核心区，随着开放开发的快
速推进，大量外来人员选择到渝北工作。为了给这部分群体
提供更好的服务，缩小城乡差距，渝北区以优质服务为基础、
强化部门统筹，加强流动人员的技能培训，推动这部分人群
与城市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了“同城人、同待遇”，“无隔阂、
融得进”。2013 年全区通过组织开展“送岗位、送培训、送政
策”就业帮扶活动，及时为流动人员提供岗位信息，帮助 3.1
万名城乡劳动者实现就业。

就医在渝北——
“五位一体”救助体系让“看病贵”成为历史

“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这句顺口溜集中反
映了贫困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为解决这一难题，早在 2005
年，渝北区就开始探索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建立起了资
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医保、开展日常门诊救助、实行大病医
疗救助、实施临时医疗救助、组织慈善医疗援助的“五位一
体”医疗救助体系，并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医疗救助管理的

“五大机制”。
在制度设计上，渝北区医疗救助充分考虑与城乡合作

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互联互补，使困难群众得
到更大的实惠。全区将城乡合作医疗保险定点的医疗服务
机构全部纳入城乡医疗救助服务机构，为困难群众搭建方
便快捷的医疗服务网络。在信息共享中，渝北区建立了与

城乡合作医疗保险信息管理平台无缝衔接的城乡医疗救助
管理信息系统，管理部门通过终端可以随时监控救助对象
就医情况和各医疗服务机构实施治疗情况，并及时掌握全
区救助情况和效果，适时对救助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风险
分析和评估。在结算时，医疗救助管理系统把医疗费用自
动生成合作医疗报销金额、民政救助金额、救助对象自付
金额三个部分，救助对象在医院结算费用仅需交纳自付金
额部分，医疗救助部分由医疗机构垫支，民政按月与医疗
救助服务机构结账。同时，为保证救助资金的合理使用，
渝北区民政部门与人保部门、卫生部门加强跨系统协调，
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成立由专业医务人员组成的监察工
作组，定期不定期对医疗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和诊疗行为进
行检查，有效实现了城乡困难群体医疗救助“全覆盖”，管
理手段“零障碍”。

上学在渝北——
新建小区配套学校建设让孩子上学路不再遥远

为了保证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渝北区启动实
施了城市新建小区配套学校建设工程，2013 年，渝北区计
划新建成小区中小学 6 所，即龙山小学、空港新城小学、龙
塔实验学校、龙溪小学财信国际分部、和合家园小学、盛
景天下小学；幼儿园 6 所，即金稚园金色池塘幼儿园、三色
玫瑰幼儿园、鲁能宜生幼儿园、慧聪坊幼儿园、华龙财信
幼儿园、启明星幼儿园。

截至目前，6所学校和 6所幼儿园已经全部建成并投入使
用。同时，还在积极推进两江小学、木耳公租房小学、天堡寨
公租房小学、金鹏宝圣华府配套小学、南方玫瑰城中学、东原
香山小学的新建，以及市八中、巴蜀小学迁建及黄炎培中学
扩建工程，确保按计划时间投入使用。

居住在渝北——
危旧房改造安置让百姓从忧其屋到优其屋

从几千年前孟子的“居者有其屋”到上个世纪诗人海子
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代在改变，人们
的“安居”情怀却没有改变：高标准的道路“五纵六横”，整齐
的公寓楼傲然耸立，绿色公园、文化广场、银行、邮局、商场比
肩而立⋯⋯

群众的梦想就是政府的行动方向。2008 年，渝北区启动
了危房改造安置工程，成立了领导小组、总指挥部和片区指
挥部。每个片区指挥部由一名区级领导挂帅、一名街道或部
门领导任常务副指挥长，并从全区抽调得力人员组成一线工
作班子，组织各片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实施工作。截至今年上
半年，渝北共完成 13 个拆迁片区、34.01 万平方米拆迁工作，
安置 2709户。

按照地段好、户型好、质量好、环境好、配套好、物业好的
“六个好”要求进行建设，并在周边配套建设商品房，从而实
现了公共资源的合理化使用和均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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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庆渝北庆渝北：：

为百姓倾力构筑美好生活为百姓倾力构筑美好生活

80岁的孟婆婆在家人的陪同下办理入住手续。马力摄

8282岁的胡爷爷来参观女儿的新房岁的胡爷爷来参观女儿的新房。。马力马力摄摄

岗前培训岗前培训

龙塔实验学校，学生在宽敞的食堂就餐。马力摄龙塔实验学校，学生在宽敞的食堂就餐。马力摄

全区各医疗卫生单位扎实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免费收治暴

力性精神病人。图为精神科医护人员开展医患沟通和日常护理

医疗机构免费为 65岁以上老人体检

龙塔实验学校明亮的教室。马力摄 其他照片由渝北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