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笔峰下，锦江荡漾；悠悠古城，生机勃发。
传统与现代、发展与保护交汇，新型城镇化让铜仁

尽显发展之美、和谐之美、活力之美。对比铜仁今昔图,
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惊叹：城市大了,楼房新了,夜景靓
了,道路宽了,公园美了……

近年来，铜仁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城市建设
中，充分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零
碎地和小型绿地，采取“见缝插针”的方式，对有限的土
地进行景观改造提升，不仅优化了城市空间，展现了方
寸之美，更为市民在家门口提供了全新的健身休闲好
去处。

坚持生态文明引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出台
《关于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施意见》，全面开
展中心城区城市体检工作。实施改造城镇老旧小区96
个23838户，完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和住宅小区更新电
梯73台。完成棚户区改造1736户，筹集保障性租赁住
房2375套，实施城市危旧房改造93套。完成地下管网
建设 510.23公里，实施海绵城市项目6个，全市新建步
道5560米，提级改造步道7.5公里。万山区守信中路正
式开工建设，成功打通了义乌城至仁山公园的断头路。

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推广农村住房“代
建”惠民工程，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市农村住宅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完成省政府十件民生实事50
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消防改造，水改12村，
电改930户。加强农村住房安全巡查、新增实施农村危
房改造431户，有力消除农村住房安全隐患。

在民有所居的同时，产业发展是增加群众收入的

主要渠道。我市通过大力发展肉牛、抹茶、玉米等特色
产业，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通过精准防贫监
测帮扶，助力脱贫劳动力实现就业 46.65 万人，让
14124户55611人消除返贫风险。该市还千方百计增
加脱贫群众“四项收入”，并通过发放跨省务工一次性
交通补助、推广以工代赈项目、城乡低保金等多种渠道
筑牢增收底线。

全力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我市持续
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公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
务、社区治理、基层党建“五个体系”建设，推动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高质量开展，实现“稳得住、有就
业、逐步能致富”的目标。目前，全市建成171个就业
帮扶车间（基地），吸纳搬迁群众就业3676人；积极探索
推进安置区和产业园区“两区共建”，切实解决搬迁群
众“就业难”、园区企业“招工难”问题，实现搬迁劳动力
家庭户均1人以上就业。

此外，我市探索实施“强村富民”行动，用力促进产
业发展增效、集体经济增资、群众就业增收。聚焦“两
强两富”目标，全年安排财政衔接资金、东西部协作资
金4.02亿元，全市 2738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收入
均在 5万元以上，建成强村富民工坊460个，带动就业
4.22万人；全市家庭农场总数达16085家，新增家庭农
场5575家，同比增长53.04%，位居全省第1位。

我市还聚焦“两改两治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全年完成厕所革命40222户，累计完成1783个农村
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全市农村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行政村覆盖率达100%。

2024年前三季度，我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10417 元，同比增长 7.4%，排全省第 2位。
预计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5%左右。

不停顿、不止步。做好民生工作，没有“完成时”，
只有“进行时”，一年接着一年干，民生的接力棒不断传
递，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愿景绘制成幸福实景，民生
这张答卷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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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民生福祉 绘就幸福底色
——铜仁市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综述

增进民生福祉，是一座幸福之城最好的注解。
经过技能培训实现更好就业的务工人员难掩喜

悦心情；获得高比例医保报销和救助的困难家庭如释
重负；在社区食堂解决吃饭难题的老人露出满意笑容
……

近年来，铜仁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采取一系列惠民
生、暖民心的举措，基本公共服务更为优质均衡，人民
群众生活更加殷实富足，民生保障底线兜得更牢更
实，在增进民生福祉的画卷上持续“增笔添墨”。

连日来，松桃苗族自治县紧紧抓住“今冬明春”的
关键时期，全面开展大规模、多领域的技能培训活动，
旨在提升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水平，为实现高效就业打
下坚实基础。培训涉及多个行业，涵盖了市场需求旺
盛的热门工种，为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牵动着千家万户。2024年，
铜仁市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围绕织密就业保障、搭
建就业服务、深挖就业潜能，推动就业工作量质齐
升。去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万余人，促进脱贫劳动
力外出务工 46.06万人、易地搬迁劳动力就业14.5万
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亿元，扶持 920人创业，带动
就业3000人。

在强化外出务工服务上，作为劳务输出大市，我市
通过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水平，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
加强劳务协作站体系化建设等，进一步推动稳岗就
业。与湖南邵阳、湖北宜昌、新疆克拉玛依市等建立市
际间区域劳务协作联盟，新签订稳岗合作协议 41份；
春节农闲时节“村招”加密筹划、稳步开展，在务工人员
集中地建成“1个省级总站＋3个市级站＋15个县级
站”驻外劳务协作站点体系。

围绕高校就业，铜仁市积极推行“六进校园＋”服

务模式，市人社局会同教育、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移
民等部门建立困难毕业生就业服务动态管理机制，启
动实施“四个一”服务高校毕业生进社区活动，组织百
名高校毕业生赴浙江、湖北等地开展“职业体验＋就
业”访企拓岗活动，促成市内6所高校与 177家企业达
成“校企合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市把强化技能培训作
为促进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抓手，发挥职业院校师资、
教学资源和设施设备优势开展培训，支持企业开展“职
业技能等级证+特种作业操作证”双证书培训，深入开
展“技能铜仁”建设，紧扣“六大生态产业”产业用工需
求，开展“订单式、定岗式”培训，着力打造“新型材料工
匠”“玩具工匠”等培训品牌。2024年全市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2.28万人。

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大事。从“有学上”到
“上好学”，从“全面普及”到“优质均衡”，我市始终把教
育当作最大的民生，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切实提高教育
水平，唱响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奋斗之歌。

“这几年，感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校的发展，教
学设备焕然一新，塑胶操场铺起来了，无论是校园环境
还是教学设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如今学

生和父母说得最多的话。现在不管是各区县城区中小
学校，还是乡镇中小学校，办学条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真正保证了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我市按照“优先发展、统筹规划、深化改革、创新机
制、优质均衡、公平共享、市级指导、以县为主”的基本原
则，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教育资源和优质
教育资源，缩小县际、城乡间、校际教育差距，着力推动
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

作长效机制，实行“双线”目标责任制和“七长”责任制。
同时，我市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困难群体，精准

发力开展教育扶贫。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
问题，建立了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
教育的立体式、全方位教育扶贫体系，资助范围实现了

“各学段、公民办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
盖。2024年，全市义务教育适龄少年儿童失学辍学保
持“动态清零”，资助学生72.07万人次、4.74亿元。

“村里医生时常来关心我，国家政策好、这些干部
也好！”近日，思南县瓮溪镇余林村罗家坝组村民徐开
老人跟村里驻村干部聊天时，收获感十足。

思南县瓮溪镇卫生院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送医上
门，提供全流程、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将“医”与“防”
切实融合，相互促进，形成“诊前、诊中、诊后”全病程健
康管理工作机制，进一步筑牢基层公共医疗卫生“网
底”，让更多患者享受优质的医疗和公卫服务，逐步实
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

模式。
瓮溪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是思南县深入

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优化县域医疗资源均衡
配置，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不断打造乡镇卫生院
延伸服务点，让群众就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
的医疗卫生服务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大型医疗机构到基层卫
生站，铜仁秉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理念，大力
推动市、县、乡、村四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优化资源配

置，实现均衡布局。
如今，铜仁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3645个，其中医

院14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459家，医疗服务网络覆
盖全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二级医院
数量领跑全省。县级医院二级甲等医院达100%，乡镇
（街道）、村（社区）覆盖率达100%。无论市民身处城市
还是乡村，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同时，我市积极引入数智化技术，推动医疗服务模
式的创新。通过“多平台挂号、一号管三天、科间转诊”
等全方位服务体系，有效缩短了患者就医时间，提升了
就医体验。

2022年，我市率先在全省实施数据共享互认项目，
着力打破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医学检查检验
结果的共享。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患者的重复检查，
还极大地提高了医疗资源的利用率。自项目启动以
来，已累计实现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26万余份，为患
者节约费用高达3600余万元。如今，该项目已扩展至
570项，共享互认项目数位居全省第一，有效减轻了患
者的经济负担和就医压力。

在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上，
我市卫生健康局印发了《铜仁市医疗机构惠民便民若
干措施》，从加强门诊预约服务、优化门诊服务、加强院
前急救服务、优化住院服务、加强诊后服务、开展惠民
医疗服务等6大方面制定了18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
直击民众就医过程中的痛点与难点，力求实现医疗服

务信息透明化和简易化。截至目前，已累计落实 38.8
万余人次，减免挂号费约 114.7万元，三重医保支付
12.49亿元。

病有所医是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不断完善的养老
服务体系也是民生所盼。

每到饭点，碧江区灯塔街道矮屯社区的食堂便热
闹起来。老人们三五成群，结伴到此用餐。餐厅里桌
椅摆放整齐，干净整洁，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欢声笑语不断。“这菜烧得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多啦！”一
位老人对食堂的饭菜赞不绝口。

这是我市按照兜底性、普惠性和多样化发展路径，
积极探索政府引导、社会参与、集体互助、家庭互动的
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市建设运营覆盖 50
余个村（社区）的老年助餐服务点 30个，惠及农村社区
2.5万余名老年群众。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美好愿
景为努力方向，结合铜仁实际，围绕“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发展思路，大力推进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成农村互助幸福院1588个，缓
解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难题；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站)80余个，满足社区养老需求；全市县级标准化养
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乡镇（街道）层面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覆盖率100%，城区“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初见
雏形，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初步形成。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织密兜牢民生网底

就业优先、学有所教，全力夯实民生之本

民有所居、做强产业，不断提升民生福祉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罗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