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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2024年度成都市幸
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暨民生实事总
结推进会举行，交出年度“民生答
卷”。2024年，成都实施幸福美好生
活十大工程重点领域项目 651 个，
全年完成投资 892.13亿元。

会议听取了 2024 年度成都市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暨民生实事
工作情况汇报。9位来自不同行业
领域的市民、专家学者和观察员代
表先后发言，大家结合自己的亲身
经历，畅谈对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
程和民生实事项目实施以来的真实
感受，并围绕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推
动高质量现代产业园区建设、帮助
企业外向发展、创新创造城市运动
生活方式、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
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基本康复服
务、打造社区养老综合体提供优质
养老服务、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关注新就业群体等方面提出意见建
议。

目前，2024年年初制定的民生
实事工作目标已全部圆满完成。建
成镇（街道）为老服务综合体 30个，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85所；

开通试运营地铁 8号线二期、27号
线一期、市域（郊）铁路成资线；试点
建设“15分钟社区幸福生活圈”100
个，新增环城生态区便民服务设施
102个……一组组数据、一项项成
绩，振奋人心、温暖民心。这些数字
与成绩汇集在一起，构成成都为民
众谋福祉的生动实践。

补齐短板
织密民生福祉“保障网”

2024年，成都聚焦兜住、兜准、
兜牢民生底线，让现代化建设成果
惠及全体市民。

促进充分就业。全市城镇新增
就业 29.52万人，开展就业援助月
等活动 512场，新增吸纳应届高校
毕业生来蓉留蓉就业 7.95万人。

保障“一老一小”。建成镇（街
道）为老服务综合体 30 个，为全市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购买意外伤
害保险，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85所，为全市 4.2万名符合条件的
中职学校学生减免住宿费，新建、改
扩建普惠托位 1510个。

提供精准帮扶。实现城乡特殊
困难群体救助巡访关爱覆盖率达
100%，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率达 100%，为 15.15万
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赠送互助保障
礼包。

均衡供给
打造公共服务“升级版”

2024年，成都聚焦“优质均衡、
可感可及”，优化资源供给、增强服
务能力、提高治理效能，更大力度办
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

交通条件持续改善。开通试运
营地铁 8 号线二期、27 号线一期、
市域（郊）铁路成资线，整治旧危桥
10座、农村公路次差路 120公里，
实施片区“微循环”17个。

安全韧性显著提升。建成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 23个、Ⅰ类应急避难
场所 8个，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并取
证 7.92万人、普及救护知识 30.52
万人次。

住房保障渐趋完备。开工建设
保障性住房 7100 套，改造城中村

9953户、老旧院落 630个、农村危房
304 户，支持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1083台。

提升质量
建设公园城市“幸福圈”

2024年，成都聚焦满足市民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持续提升城市宜
居宜业品质，更高水平赋能城市发
展。

厚植绿色生态底色。新建天府
绿道 1013公里，实施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增绿增景 7万亩，升级完善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3512个。

丰富文化生活成色。开展“文化
四季风”集中示范活动 100场，开展
公益文化艺术培训 1.2 万个班次、
惠及群众 32万余人，打造智慧运动
健身社区 93个，全市公共体育场馆
免费（低收费）开放接纳群众健身
552.4万人次。

突出便捷服务本色。试点建设
“15 分钟社区幸福生活圈”100 个，
新增环城生态区便民服务设施 102
个。

在 2025 年新春佳节即将来
临之际，一场洋溢着浓郁年味与
深厚情谊的盛会在成都市双流区
东升街道花月街社区热烈上演。
“聚百户商贾·品百家烟火”第六
届“邻里节·百家宴”活动，宛如冬
日里的暖阳，照亮并温暖了每一
位参与者的心，生动展现了社区
的凝聚力与邻里间的深厚情感。
当记者踏入活动现场，立刻

被那热闹非凡、喜气洋洋的氛围
所包围。美食体验区与菜品陈列
区人头攒动，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居民们怀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邻
里的热忱，围绕“花好月圆、邻里
和睦、幸福美满”的美好主题，纷
纷亮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一道道
精心烹制的佳肴摆满了餐桌。从
令人垂涎欲滴的经典热菜，到清
爽可口的特色凉菜，从造型别致
的创意面点，到色彩缤纷的果蔬
拼盘，天南海北的美食齐聚一堂，
仿佛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
居民肖忠文是百家宴的忠实

参与者，他满脸笑容地分享道：
“我已经连续参加 6 次社区的百
家宴活动了，为了今年能给大家
带来更出色的菜品，我特意花了

不少时间练习刀功。”他带来的作
品“花开富贵”，不仅在色香味上
表现出色，更饱含着对新年红红
火火的美好祝愿。“希望在 2025
年这个新的一年里，大家都能迎
来新的气象，生活越来越好。”肖
忠文满怀期待地说。

而居民刘德军的作品则别出
心裁，他用柚子精心打造了一道
名为“脚踏实地”的菜品。“百家宴
活动我们每年都积极参与，就像
这道菜所传达的寓意一样，我们
做人做事都要脚踏实地，只有这
样，生活才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迈
向更好。”刘德军的话语中，透露
着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对社区活
动的高度认可。

在活动现场，人们沉浸在一
片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大家一边
品尝着美食，一边热情地交流着
烹饪心得，彼此鉴赏着参赛作品。
这种互动不仅增进了邻里间的了
解，更让大家感受到了社区大家
庭的温暖。除了美食的比拼，社区
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节目。舞台上，文艺表演精彩纷
呈，欢快的小品、动听的歌声赢得
了阵阵掌声；民俗展示区，传统的

剪纸、糖画等非遗技艺吸引了众
多居民驻足观看，孩子们更是被
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所吸引，眼
中充满了好奇与惊喜。

首次参加活动的居民王德强
对此次百家宴赞不绝口：“我是第
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真的没想
到会这么温暖、这么有趣。社区举
办这样的活动，真的好温暖。它不
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
围，更让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变
得更加和谐、融洽。希望社区以后
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如果明年
还有机会，我肯定第一个报名参
加。”

居民张远芬也深有感触地
说：“花月街社区每年举办的百家
宴，我一次都没落下。这个活动真
的非常有意思，它就像一条无形
的纽带，把我们邻里之间的心紧
紧地连在了一起。通过参与百家
宴，大家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就
像一家人一样。”

不仅如此，活动还特别设置了
表彰环节，为辖区内的“最美社区
家庭”“最美社区人物”进行表彰。
他们的先进事迹成为了社区居民
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更多居民积极

投身到社区建设当中。据了解，此
次“邻里节·百家宴”活动，共吸引
了 500余户居民和 200余商家的
热情参与。东升街道花月街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军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从 2018年至今，我们
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百家宴。举办
这个活动的初衷，就是想为老百姓
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让大家
在这个平台上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与关怀。通过百家宴这个平台，我
们不仅加强了商家与老百姓之间
的沟通与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
更重要的是，让居民之间的邻里关
系变得更加和谐、融洽。我们希望
通过这样的活动，吸引更多的老百
姓和商家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共
同为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贡献力
量。”

在东升街道花月街社区的百
家宴上，有浓浓的年味、深深的邻
里情，以及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追求。这场百家宴，不仅是
一次美食的聚会，更是一次情感的
交融，一次社区凝聚力的生动体
现。相信在新的一年里，花月街社
区将在这份温暖与团结的力量的
推动下，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年初制定的民生实事工作目标已全部圆满完成

成都交出 2024年度“民生答卷”
□本报记者李艳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

花月百家宴“吃”出和谐邻里情

新春走基层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就业稳则民心安。
2024 年，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把“稳就业、保
民生”放在工作首位，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夯实
就业服务基础，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等群体就业，不断推动就业工作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交了一份满意的就业
“民生答卷”。

2024年 10月 18日，在 2024年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服务暨东西部劳务协作专
场招聘会上，共有 130家相关企业参加，提供
就业岗位 4000余个，涵盖了制造业、服务业、
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包含了从技
术工人到管理人员的多个层次的就业岗位，为
不同需求的求职者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

除了招聘送岗，同月，苍溪县还举行 2024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之提能育优
培训班（第二期）暨公务员招考录面试模拟大
赛，专门邀请了专业授课教师围绕考情、备考
的重点内容、答题技巧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前
景等进行全面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
业。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既要抓重点，也要
敢于啃“硬骨头”，就业困难人员是就业中的
“硬骨头”。为解决困难群众就业问题，2024年
以来，苍溪县以促进产才融合为重点，探索“需
求 +培训 +招聘 +就业”无缝衔接模式，为企
业招聘搭建平台，让乡村求职者和城里企业实
现“双向奔赴”，促进困难群体就业。

2024年 8月，苍溪县在浙水乡盘龙山村
委会举办了 2024年兜底帮扶“三类群体”培训
结业暨现场招聘会，开展家庭劳动、母婴护理、
家庭照护等技能培训，吸引了浙水乡及附近 3
个村镇共 49人参加培训和结业考试，10人参
加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苍溪月贝佳月子中心店长龚晓红表示，中
心主要是为产妇提供专业的产后护理和产后
修复，通过现场招聘的方式，能够很直观地挑
选想要的人才，既解决了用工问题，也让优秀
人才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就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发
展，既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发展的关键支
撑。2024年，苍溪县高度重视公共就业服务工
作，把促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
措，积极搭建企业用工供需平台，竭力创造就
业机会，增加居民劳务收入，有力地促进了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全
年累计开展各类公共就业招聘活动 61场，发
放宣传资料 6.8万余份，吸引 315家县内外企
业推送岗位 2.2万余个，达成意向人数 8600
余人，向重点企业定向输送员工 37批次 1508
人；依托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实现转移浙江
就业 4135 人、实现跨省转移其他地区就业
4192 人、省内就近就地就业 2871 人；新认定
就业帮扶载体 72个。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搭建就业平
台的同时，该县还注重提升求职者的技能和能
力，促进可持续就业。在举行的 2024年“梨乡
嫂”劳务品牌培训班上，学员李自芬很快掌握
了家务劳动、婴幼儿照料、孕妇产后康复服务、
老人陪护、病人护理等方面的技能，为她下一
步顺利就业创造了条件。
“回到老家想找一份工作，刚好有这个家

政服务培训机会，我既能把家照顾到，也能有
一份工作，我会把握这次机会。”李自芬说道。
“梨乡嫂”只是苍溪县首批重点打造的“梨

乡”系列劳务品牌之一，2024年以来，该县大
力推广“梨乡系列”劳务品牌，重点打造了“梨
乡刀儿客”“梨乡嫂”“梨乡眼镜人”等梨乡系列
区域特色劳务品牌，开设劳务品牌培训班 24
班次培训 826人，在成都、阆中、杭州等城市建
立“梨乡嫂”劳务品牌“共享用工基地”，在凉山
州、新疆建“梨乡刀儿客”培育基地。新增培育
县级特色劳务品牌“川苍建工”1个，并成功与
杭州市余杭区签订 5年 60亿元的劳务用工意
向协议。组织“梨乡嫂”“川苍建工”参加全省
“劳务品牌川行天下”活动———劳务品牌企业
就业专场招聘会，提供月嫂、育婴师、养老护理
员、家务阿姨、职业经理人等 51个招聘岗位。
目前，“梨乡刀儿客”已经获得省级劳务品牌称
号。

苍溪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邢小川表
示，2025 年，苍溪县人社系统将聚焦“高质量
充分就业”目标，把握“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定位，落实“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
虑”要求，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兜底线，在
落实就业创业政策上精准发力，在促进重点群
体就业上持续用力，力争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000人以上、脱贫人口务工就业 4万人以上、
2025届苍溪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率 95%以
上，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上定向施力，打造城
市就业“15分钟服务圈”和农村就业“30分钟
服务圈”，以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民生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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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宁徐竞瑜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唐瑞奇 陈冰妮 本报记者李祥

近日，2025年“成都文化四季
风·民俗闹春”青羊区示范展演暨
成都市青羊区“走基层”文化惠民
活动在康庄社区举办，活动现场
不仅有精彩的表演，还有三位书
法家现场写春联，为居民送上新
春祝福。

角色转变：
从文化活动的观看者到参与者

在“民俗闹春”的欢快氛围
中，围绕“群众舞台群众演·群众
演给群众看”的活动主题，青羊区
文化馆精心筹备了十二个精彩纷
呈的节目，既有变脸、魔术、评书
等专业性较强的节目，也有由群
众组成的文艺志愿者队伍表演的
器乐合奏、舞蹈、戏曲等节目。据
了解，这十二个节目中，有一半的

节目都由青羊区优秀文艺志愿者
队伍呈现。此前，青羊区文化馆面
向全区征集优秀的队伍与节目，
经比赛选拔出出色的群众队伍，
组建成文艺志愿者服务队，目前
青羊区文化馆已有 42 支这样的
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志愿者

队伍表演的节目都是由队员自
编、自导、自演，青羊区文化馆作
为坚实的后盾，为她们提供免费
的专业指导，以及练习场地与音
响、灯光等配套设施。

由群众自发组建的队伍，让
台下的观众倍感亲切。台上的是
群众，台下的也是群众，台上的能
演，台下的也能演。如此一来，便
能感染更多群众，带动他们投身
文化活动。通过这种方式，青羊区
文化馆希望，不仅仅是文化馆单

方面为群众输送文化活动，而是
要让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
深度参与其中，形成良性循环。

文艺志愿者服务队队员陈善
桂说，参与文化馆举办的活动，于
她而言，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结
交朋友。在表演的过程中，也吸引
了一些有意加入志愿队伍的居
民，为文艺志愿者队伍建设注入
新的力量。

“错时化服务”：
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活动现场进行了全程直播，
未能亲临现场的观众，可以通过
青羊区文化馆的视频号观看直播
或回放。与以往大众印象中社区
文化活动主要面向未成年人和中
老年人有所不同，青羊区文化馆
积极探索，采取多项创新举措，大
力吸引年轻人参与到社区文化活
动中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
群体走进文化馆，热情参与文化
馆各类活动。

青羊区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
部主任吴穹介绍，针对年轻人白
天忙碌、闲暇时间较少的情况，文
化馆推出“错时化服务”，特别开
设了晚间课程，吸引众多年轻人
踊跃参加。为了更贴近年轻人获
取信息的习惯，青羊区文化馆与
时俱进，特意新增小红书、视频号
等公共账号，以便更多的年轻人

能及时了解文化馆举办的各类活
动资讯，吸引他们加入其中。除了
时间和宣传上的配合，青羊区文
化馆还不断拓展文化活动的形
式，通过举办脱口秀开放麦、草地
音乐会等时尚新颖的活动，激发
年轻人的参与兴趣。

围绕文化活动、公益培训、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个主线工
作，青羊区文化馆全年精心筹备
上百场活动，活动频率高、密度
大，实现了群众参与年龄层的全
覆盖，让各个年龄段的市民都能
从中受益，尽享文化发展带来的
红利。

活动当日，除了精彩的文艺
表演，现场还有三位书法家手写
春联，为社区居民送上新春祝福。
春联内容可按居民需求定制，充
分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现场
不少年轻居民别出心裁，定制了
诸如“暴美暴瘦暴金币，顺风顺水
顺财神”这类充满青春活力、贴合
年轻人口味的祝福语。居民袁小
兰手捧写好的春联，笑着说道：
“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毛笔字书写
自己挑选的祝福语，感觉特别有
趣，很有年味。”

据统计，活动当日累计送出八
百余副春联。书法家现场写春联这
一环节深受居民喜爱，现场气氛热
烈。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传统文
化借着这一形式走近居民，为社区
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李艳实习记者王雨竹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