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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 通讯员 方莉

5 月 23 日，南岸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及关联提

案督办会，聚焦护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开展面对

面协商。

近年来，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农工党南岸区委会成立专项课题

组，历时半年深入辖区学校、医疗机构、社区开展

调研，发现在心理测评、诊疗硬件、医师队伍、医保

政策等方面存在短板。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南岸区

政协全会上，农工党南岸区委会提交了提案《关于

守护孩子“心”世界，打造健康城市“样板间”的建

议》，呼吁实施科学测评、补齐硬件设施、提升诊疗

能力、完善医保政策，多措并举呵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该提案被列为南岸区政协重点提案，与之相

关联的 4 件区政协提案建议涉及优化未成年人社

区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赋能家庭教育、

培养父母等方面，由南岸区政协主席梅泽波领衔

督办。

这些提案得到了南岸区教委积极办理，第一

时间成立提案办理工作组，联动该区卫生健康委、

区医保局等相关协办单位，认真研究、扎实调研、

深入分析，与提案者深入沟通、多次协商、细化措

施，推动提案办理落地转化。

与此同时，农工党南岸区委会在提案办理过

程中持续调研，力求建言更精准、更务实、更有

效。提案督办会上，提案执笔人、农工党党员任志

鸿代表农工党南岸区委会进一步提出：实施“早筛

查、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工程，通过人工智能

开展心态监测与分析，运用 AI 心理诊疗技术提升

问题识别精度，健全家校医社协同处理机制，共同

防范未成年人心理事件发生。

关联提案者鞠学勇委员认为，未成年人安全

问题与心理健康问题折射出家庭教育的缺失与父

母教育能力的不足，建议相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

围绕家庭和人文、抚育与意外、陪伴与支持开发培

训课程。

“家庭教育资源不均衡，家校合作机制有待加

强。”关联提案者李佳委员提出，可设立区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建立社区家庭教育服务中心，加强家

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才培养，推广

“互联网+家庭教育”模式，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更

好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谭力铭委员代表提出关联提案的委员天文组

指出，流动儿童、低收入家庭子女等群体易出现“管

理真空期”，建议将社区教育作为学校与家庭教育

的补充载体，协同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不少涉罪未成年人来自不完整家庭或者留守、

流动、闲散未成年人群体。”关联提案者卫筱卫呼吁

强化技术防控，分析高危群体行为特征，筛查存在心

理问题的未成年人，及早开展心理健康干预。

南岸区教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将

以校家社联动发展为载体，打造幸福课程，加强队

伍建设，建立公益平台，提升医药保障，大力促进

未成年人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参加会议的南岸区政府副区长蒋文新表示，委

员们提出的提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

案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压实办理责任，有力推动

相关工作落实，合力守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要尊重孩子身心发展规律，树立系统思维，

补齐发展短板，认真谋划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

育的中长期规划，持之以恒推进，一步一步落实，

让南岸成为孩子们向阳生长的幸福家园。”梅泽波

说，区政协要继续发挥独特优势，持续发力，为守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献计出力。

注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共同守护孩子心灵之光
南岸区政协助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陈思颖）“希望学生早上起床

一想到上学就眉眼舒展，老师一想到上班不眉头

紧皱”“建议将心理健康与德育深度融合”……近

日，九龙坡区政协“融心育人”委员工作室召开医

教协同护航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研讨会，教

育界别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医疗行业专

家共同碰撞“金点子”。

良好的校园生态是滋养师生心灵的沃土。杨

永财委员认为，可通过营造让学生宣泄情绪的空

间与阵地、拓展学生的社交渠道等，为学生厚植心

育土壤。肖艳委员建议，加强区域协同，建立“成

渝双城心理健康教育联盟”，推动筛查数据互通、

专家资源共建、医疗绿道共享。“专业培训+宣传引

导，打好组合拳。”宋月委员呼吁，分别开展师生心

理健康评价量表测评和心理健康培训，创新多元

宣传手段，针对不同主体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宣

传。“出于‘病耻感’等原因，学生和家长到就近医

院咨询心理健康问题意愿不高。”九龙坡区精神卫

生中心专家于碧涛建议，建立家、

校、医三方联动的青少年心理健

康动态管理模式，通过适时健康

筛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实行分

级管理，加大科普宣教力度，更好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质量，需久久为功。”九龙

坡区政协副主席周韬表示，要坚持正向与逆向思

维相结合，通过科学规划，明确定位和下一步着力

点，针对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建立“早筛查—早

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早治疗—早康复”的心

理健康问题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各项工作关口前

移。政协委员要持续关心、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

立足界别优势，切实为青少年幸福健康成长聚

“心”力、献“心”策。

聚“心”力 献“心”策 育“心”芽
九龙坡区政协专题研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

▲5 月 25 日，梁平区政协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梁平支行、星

桥镇开展“一村（社）一委员”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政协委员

陪同孩子们一起深入梁平博物馆、农业银行梁平双桂新区支

行等地，通过文化浸润、金融科普与暖心陪伴，为孩子们送去

节日关怀。图为孩子们在中国农业银行梁平双桂新区支行参

与金融启蒙课堂。 陈巧 摄

◀端午节来临之际，5 月 18 日，巴南区餐饮住宿（行业联）

委员工作室组织部分留守儿童，开展走进老街味道体验“肴馔

珍馐‘粽’是情”活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共庆端午佳节。图

为委员教留守儿童包粽子。 陈卓 郑华权 摄

□ 本报记者 程颖 通讯员 李伯雨

5 月 22 日，荣昌区昌州街道盛乐嘉颐养中心内

一片欢声笑语，老人们兴致勃勃地参与联欢文艺汇

演活动。

老年人快乐享老的背后，是荣昌区近年来高度

重视养老服务工作，加快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全面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结果。

在这其中，该区政协也以善思善为，助力托起幸福

“夕阳红”。

在 2023 年，荣昌区政协就成立专项调研组，组

织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镇村干部成立 5 个工

作组，深入社区、农村特困老人家里、敬老院走访调

研，梳理出各方联动不够、集中供养不够、散居服务

不够等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建议。

该调研成果得到荣昌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召

开养老服务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提升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水平相关工作，并于 2023 年出台《荣昌区提高

特 困 人 员 生 活 品 质 实 施 方 案》。 荣 昌 区 形 成 了

“54321”工作体系，即区委成立一个工作专班，加强

组织保障；建立党建统领和督查评估“两项机制”，

强化督导管理；组织镇街开展“三项行动”，落实“四

个政策”，提升散居特困人员生活品质；通过建立

“五支队伍”，构建散居特困人员关爱服务体系。

在政策大力支持下，如今，荣昌区有养老机构 35
家、床位 2520 张，建有 21 个镇（街）养老服务中心和

65个社区养老服务站、92个村级互助养老点，居家养

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养老服务供给不断优化。

“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除政府的日常救济外，

老年困难群体的生活、心理还需全社会的关心和救

助。应在全社会营造全民向善、扶弱济困的良好新

风尚，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奉献爱心、传递爱心。”荣

昌区政协经济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凝聚更多力量

帮助困难老人，区政协又于 2024 年 3 月反映了社情

民意信息《关于营造全民向善、扶弱济困新风尚的

建议》，呼吁进一步挖掘整理爱心奉献感人事迹，进

一步褒扬宣传爱心奉献先进典型，进一步推动全民

参与奉献爱心等。

该社情民意信息得到荣昌区委、区政府采纳。今

年 1 月 2 日，为向困难群众传递社会关爱，帮助大家

过上欢乐祥和的春节，荣昌区举行了“冬日献爱心

春节更温暖”捐赠活动。“善款背后是民心。”荣昌区

政协经济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调研成果转化，不

仅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补充、多元共助”的养老保

障网，更推动“尊老助老”成为城市文明新风尚。

今年以来，荣昌区政协继续关注老年群体养老

服务问题，聚焦“吃好饭”这件大事。3 月 26 日，该

区政协社法委组织政协委员开展“社区老年食堂

建设运营情况”专题视察，围绕社区老年食堂营运

模式单一等问题踊跃建言。与此同时，张荣、李廷

成、李黄琼等委员通过提交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

信息，呼吁建立健全社区养老服务人员培训体系，

鼓励金融机构为养老机构提供更加优惠、更加便

利的融资支持等。

荣昌区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积极发挥

政协优势，持续关注建言养老事业发展，让“夕阳

红”绽放出别样光彩。

托起幸福“夕阳红”
——荣昌区政协持续助力养老事业发展小记

政协委员助力

南川“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
两 项 举 措 获 全 国 推 广
□ 通讯员 李沁财 张延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城市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可复制政策机制清

单（第二批）》名单公布。作为全国公共供

水管网漏损治理重点试点城市，南川区“同

步更新管网基础数据工作举措”和“保障城

市供水安全工作举措”两项经验做法入选

该清单，获全国推广。

这一成绩的背后凝聚着南川区政协委

员的不懈努力。

2022 年，南川区成为全国 50 个公共供

水管网漏损治理试点建设城市之一。为把

这一重大工作落地落细，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先进经验，该项工作的牵头部门负责

人——南川区政协委员、区城管局党委书记

姚涛邀请区财政局、区发展改革委、区规划

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先后 12 次深入

蓄水工程、水厂、老旧小区等地调研，共同研

究推进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的最优方案。

如何实施管网改造？田兰委员认为，

要结合南川山地城市的特点，统筹开展市

政供水管网和小区管网全量数据普查，归

集供水管网矢量化数据，实现市政管网、小

区管网“一张图”展示，筑牢管网数据底座。

如何开展分区计量、压力调控？张晓

曦委员提出，对居民加压调蓄设施排查建

档，制定更新改造计划，建立“政府+企业+
居民”三方费用共担机制，提高居民加压调

蓄设施专业化运维水平。

如何推进智能化建设？张韬委员呼

吁，搭建以“片区、支线、户表”为关键计量

节点的三级分区计量信息系统，实现自来

水智能化大调度。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是一项系统工

程，要做好前期数据普查，摸清底数、建好台

账、统筹推进”“老旧小区因设施设备老化，

漏损情况严重，希望能纳入这次公共供水管

网漏损治理”……调研人员纷纷建言。

通过充分听取调研建议，南川区城管

局决定以更新管网基础数据工作和保障城

市供水安全工作为抓手，同步实施管网改

造、分区计量、压力调控和智能化建设。“我

们将积极采纳委员建议，推动公共供水管

网漏损治理走深走实。”参与现场调研的南

川区发展改革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也当即回应。

据悉，截至目前，南川实施公共供水管

网 漏 损 治 理 已 累 计 升 级 改 造 老 旧 管 道

64.1km，完成 5.3 万余户智能网表、200 个渗

漏预警仪的安装，以及 10 套压力调控设备

的优化改造，实现节水约 400 万立方米，年

节水效益达 1200 万元。

“我区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两项举

措获全国推广饱含了政协委员的智慧和汗

水。”南川区政协主席毛朝银说，广大政协

委员要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大局，立足岗位

多献务实之策、多出管用之招，带头在加快

建设渝东生态新城中担当奉献、建功立业。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协助力构建“15分钟健身圈”

让“健身去哪儿”不再难
□ 通讯员 曾涛

5 月 24 日早上 7 点，秀山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中和街道凤凰社区的全民健身中

心已是一派热闹景象。羽毛球场上，63 岁

的退休教师王建国一记扣杀，对面的年轻

人迅速回击……“以前想打球得去体育

馆，现在家门口就有专业场地，连灯光都

是智能调节的，锻炼身体非常方便。”王建

国兴奋地说。

这活力四射的健身场景，正是秀山县

政协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推动“15
分钟健身圈”建设的生动注脚。

2023 年以来，该县政协将全民健身纳

入年度协商议题，通过提案督办、专题调研

等方式，开出“智慧健身”良方，让“健身去

哪儿”不再难。

“城区人口密集，但老旧社区健身场地

不足，农村的设施更是稀缺。”秀山县政协委

员姚元进在该县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提

交《关于增设公共综合体育设施的提案》，直

击痛点：“2023年初，秀山的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仅 1.9平方米，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提案建议受到相关部门重视，迅速转

化为实际提升行动。秀山县发展改革委、

县住房城乡建委、县文化旅游委等部门各

司其职，加快推进体育设施建设。2024 年

底，该县全民健身中心建成投用，辐射周边

5 个社区，惠及 3.2 万名居民；全县新增社区

健身点 127 个、乡镇体育公园 8 个，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跃升至 3.29 平方米，城区“15 分

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

农村地区要如何破局呢？秀山县政协

原副主席、洞坪村驻村队员李传宏有妙招：

将废弃晒谷场改造为多功能运动场，增设

羽毛球场、篮球场等设施。

挑粮接力、拔河竞技、篮球比拼……由

秀山县政协驻村工作队全程策划实施的

“婆婆山杯”健康和美“村+N”运动会已连

续开办了 5 届，这不仅是全民健身的生动

实践，更成为激活乡村文化、凝聚乡风民心

的“金钥匙”。

从城市到乡村，从清晨到日暮，健身运

动已成为秀山人的生活新风尚。而如何让

其产生“乘数效应”？秀山县政协委员刘光

明提出了“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建议。

如今，委员建议转化为了推动县域经

济发展的动力：川河盖景区冬季滑雪、夏季

露营“不打烊”，带动周边民宿增收 40%；洪

安边城依托“一脚踏三省”优势，举办龙舟

赛、山歌擂台赛 ，年吸引游客超 50 万人

次 。“ 赛 事 期 间 ，我 家 腊 肉 一 天 能 卖 200
斤！”商户杨大姐喜上眉梢。

秀山县政协主席吴彪表示，县政协将

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全民健

身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融合，以“小活动”

凝聚“大合力”，让体育成为乡村振兴的幸

福引擎。

长寿区政协“黄葛树下好商量”商出新变化——

红岩村里笑声扬

□ 通讯员 杨娟

5 月 25 日，长寿区双龙镇红岩村，黄葛

树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日子越来越

有奔头咯！”黄葛树下，村支部书记余平与

干完农活的村民们围坐一圈，谈论农事、商

量村务，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正是‘黄葛树下好商量’带来的变

化。”余平笑着说道。

红岩村曾是长寿区 10 个脱贫村之一，

经过多年努力，种植柑橘近 2000 亩、蔬菜近

700 亩，不仅让村民就近就业，驻村工作队

也被评为全市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然而，脱

贫摘帽并非终点，服务设施不够便民、通湾

公路存在断头路等问题仍困扰着村民。

2022 年，长寿区政协推出“渝事好商

量——黄葛树下好商量”基层小微协商品

牌，旨在通过政协搭台，协商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长寿区政协委员、双龙镇党委

副书记刘科利用在红岩村驻村的契机，3 年

时间里，陆续带领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走

村入户，与村民坐在黄葛树下开展“黄葛树

下好商量”协商，了解村民需求，建立问题

清单，并向长寿区政协联系专委会反馈，协

调争取专项资金。资金和资源到位后，一

个个民生项目落地，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黄葛树下好商量，商量得好！”9 组村

民陈淑平感慨道，政协委员和镇村干部把

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村民们心气顺了，生活

自然也顺意了。7 组村民余素华指着身旁

新修的洗衣台兴奋地说：“上次‘黄葛树下

好商量’帮村里解决了洗衣台的问题，真是

帮到心坎上了。”

该村的种植大户——重庆市长寿区联恒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也在“黄葛树下好商量”中

受益。公司负责人李志明因果园通往便民公

路距离远，人力物力成本高而发愁。通过“黄

葛树下好商量”，政协委员帮助协调专项资

金，修建了果园通往便民公路的涵洞盖板。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该公司扩大了种植规模，

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据了解，2022 年以来，长寿区双龙镇红

岩村累计开展“黄葛树下好商量”基层小微

协商活动 60 余次，协调资金 21 万元，帮助

群众解决便民洗衣台建设、路灯安装、公路

及排水沟整修、水井盖板安装、公路涵洞维

修等 28 个问题。

余平说，“黄葛树下好商量”不仅在物

质层面改善了生活，更在精神层面上滋养

了村民，“政协委员们常到村里宣传宣讲，

讲新政策，也讲孝道故事等，在文化熏陶

下，村民们学会倾听、表达和协商，邻里关

系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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