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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兰萍 张小丽实习生 陈康羽

人们常常用幸福指数衡量群众幸福。什么是幸

福指数？百度给出解读：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

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

的一种指数。

怎么提升幸福指数？市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聚焦这一话题纷纷表示，群众幸福涉及多

方面、各领域，需要多措并举、“多招”出击，才能持续

为提升幸福指数赋能加码。

幸福是绿水青山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市人大代

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谢媛丽建议，要锚定美丽内江

建设目标，全面植入绿色发展理念，深入挖掘美丽内

江元素，补齐内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不够、产业结构

和能源消费结构不优等短板弱项。大力支持绿色环

保产业发展，主动服务传统产业分行业、分批次开展

深度治理和超低排放改造。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

生态环保，人人参与。“持续深化‘美丽中国，我

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推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

快形成。”谢媛丽建议。

幸福是老有所养

当前，内江已经进入老龄化，养老服务工作做得

好不好直接影响群众的获得感。

“要坚定不移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市政协

委员，市民政局副局长黄章友建议，要围绕年内至少

新增76个养老服务点位的目标，一体推进社区为老

服务中心、养老服务驿站、老年助餐、老年教学点建

设，加快构建城市社区15分钟养老服务网络；结合

农村面貌改善行动，围绕年内新增养老床位1000张

以上的目标，加快推进县级失能照护中心、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村级互助养老服务站建设，不断健全完

善农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落实政策牵引、优化布

局、服务提质等14条具体措施，在农村敬老院组织

开展“舒心工程”，不断增强机构吸引力，实现农村困

难老人“愿住尽住”“应养尽养”。

幸福是生活安全

2023 年较上一年，全市火灾总数同比下降

7.4%，城乡火灾数量下降34%，实现了火灾形势的总

体平稳。市人大代表，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邹登

全列出这样一组数据，对内江安全形势作说明。

安全工作只有起步，没有止步。他建议，还要紧

盯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加强基层消防力量

建设，做实拓展消防委托执法试点工作成效，持续提

升末端消防治理水平。同步推进消防基础建设，

优化力量布局，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心站”，做密

做实“卫星站”，填补消防力量空白点，强化指挥

调度，建成完备的应急救援体系，确保队伍随时

拉得出、打得赢。

“要抓好全民消防学习。”邹登全认为，安全的源

头在于人，要深化消防宣传“五进”，实施全民消防安

全素质提升工程，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把消防宣

传单真正送到百姓手里、挂在百姓家里，出门可看、

抬头可见、入脑入心。

市政协委员、市消防救援支队一级督导员屈健

康与邹登全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建议，要进一步推

动党委政府落实领导责任、行业部门落实监管责任、

社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构建完备的消防安全

责任体系。推进责任治理清单化、火灾防控精准化、

消防监督专业化、行政执法规范化，强化部门联动，

打赢消防治理“协同战”“攻坚战”，筑牢平安基石，保

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幸福是法治保障

法治是幸福的保障，幸福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过去的一年，我市在深化平安内江、法治内江

建设方面取得较大成绩。”市政协委员、四川宏兴律

师事务所主任李如岗建议，要围绕社会治理，加强化

解社会矛盾纠纷、法律援助、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等

工作，进一步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参与度，与群众心心

相印、紧紧相连，为群众安全感更有保障、幸福感更

可持续努力工作。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最普惠的民生诉求，是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基础性支撑。”

市政协委员、内江高新区社会治理局农业股股长何

丽则建议，用好法治手段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她建议，要切实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提升生产经营

者保障食品安全的内生动力，构建优胜劣汰的市场秩

序。建立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等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健全失信黑名单制度，提高失信成本，努力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产业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代表委员谈

2024年市两会特别报道

“多招”出击，
为群众幸福“加码”

▲2023年2月2日，“新春送岗暨服务农民工”专

场招聘会在市中区朝阳镇举行 （资料图）

热点热点
两会两会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让内江老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让内江老百姓过上更好日子

▲2023年欢度春节活动中，孩子们展示“福”字（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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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的民生情怀，贯穿政府工作报告始终。

一组数据可作支撑：民生支出204.98亿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66.4%；城镇新增就业4.55万人，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新增养老床位1000张，新增

农村困难老年人集中供养2078人；新（改、扩）建中小学幼

儿园15所、新增学位1.07万个；推进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先行市建设，新增4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8家县域医疗

卫生次中心……

2024年，内江坚持将民生“关键小事”作为政府工作

的“头等大事”，明确要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持续增进民生

福祉，紧盯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健康等作出安排部署。

关键词：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六稳”工作、“六保”任务之首。

过去一年，内江紧盯就业这一重点工作，创新思路，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业“110”，帮助求职者不挑不选3个

工作日实现就业；开通“内江就业服务”微信公众号等，推

动就业服务从“桌上”搬到“掌上”；“帮你找工作”栏目，以

“电台+网络”直播模式，采用“主播+企业展示+岗位推

荐+互动”的方式开展线上网络云招聘……

市人大代表，市人社局局长郑平表示，新的一年将继

续以“常规工作抓规范、重点工作抓突破、创新工作抓特

色”为工作方向，全力稳就业、促增收、强保障，切实提升

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进助企稳岗位扩就业是重点。全面落实惠企政策

措施，全力扩大就业岗位供给，着力完善市、县、镇（街）、

村（社区）四级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搭建城乡一体线上线

下就业服务平台，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助力供需精

准对接，助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困难人员兜底帮扶是关键。聚焦技能水平较

低、就业渠道偏窄、就业质量不高等问题短板，及时提供

职业指导、针对性培训、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帮扶服务，全

面落实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等扶持政策，统筹

做好脱贫劳动力、退捕渔民、退役军人、残疾人等各类群

体就业增收，全力推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教育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教育兴则百业兴。

“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必将在全

市掀起新一轮凝心聚力推进新时代内江振兴崛起的热

潮。”市人大代表，市教体局局长鲁英杰充满信心。

如何擦亮“学在内江”品牌，让内江孩子在家门口享

受优质教育？鲁英杰认为，要根据全市人口出生模型，兼

顾长远、解决当下，稳步有序实施教育项目建设，进一步

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和资源配置，着力解决“城挤、乡弱、村

空”矛盾。抓实控辍保学，全面落实家庭困难学生帮扶政

策、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学就学问题，保障学生

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教育大联盟”的探索实施，有力促进了内江教育高

质量发展。鲁英杰建议，要持续实施《关于深化新时代学

校联盟发展的实施方案》，推进城乡学校联盟和共同体建

设，健全城乡学校帮扶激励机制，实现城乡校际间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和联盟发展。同时，还要着力推动县域高中

优质发展，抓好基层教师队伍建设等。

深耕基础教育近三十年，市政协委员、内江市第六中

学艺体科科长高明对于教育工作有独特思考。

“要加强对特长人才的培养。”他建议，要从思想上转

变“人才”观，让“特长人才也是人才”的观念成为社会主

流之一。在此基础上尽早发现、主动挖掘，发现特长人才

后做好登记，建立档案和台账，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打破地

域限制，提供不同层级的培养方式。要坚持精准定位，将

筛选出来的特长人才定向输送至更高、更好学校“深造”，

同时做好特长生人才服务，从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提供相

应保障。

关键词：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

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

社会保障因其公益性、兜底性等属性，备受群众关

注。2024年，内江在这方面还有哪些探索实践？市人大

代表，市民政局局长黄焕燃表示，将着力在城市更新行

动、农村面貌改善行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还要持续兜牢民生底线。”黄焕燃建议，要提高低

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能力，加快缩小城乡低保标准

差异，持续推动城乡低保提质扩围行动，实现“应保尽

保”。加强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推动专项救助向低收入

人口扩展。积极推广扶残助困“一件事一次办”，加快

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站点建设。大力推进慈善事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甜蜜养老”“甜心护童”等内江慈善

品牌。

“一老一小”依然是关注的重点。黄焕燃建议，要高

质量推进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加快构建城市居家社区养老“15分钟生活圈”。加快补齐

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深化农村养老服务三级网络建设，加

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村级互助养老服务站等项目建

设，加强农村敬老院管理，持续推进“舒心”工程。持续加

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继续实施未成年人文身治理专项

行动、社会环境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正心”健康工程试点

工作。

关键词：健康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

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看病问题，不仅是群众关心的问题，也是代表们“热

聊”的话题。

“不少内江患者去异地就医，不是因为本地医疗资源

不足，而是因为医疗水平不够。”市政协委员、内江长生怡

德医院院长罗伟结合工作经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

为“破题 ”的关键就是强化医疗水平。

“建议加大紧缺医疗人才引进力度，以高待遇吸引

人才，特别是要提高重点领域专家及儿科、妇产科医护

人员待遇。”罗伟建议，市内医院加强与内江职业技术

学院、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等开展校企合作，促进

教研发展，同步培养人才。公立医院要加强帮扶民营

医院，强化指导，帮助民营医院提高生存能力，有效做

好医疗服务补充。

市人大代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阮履强

则从强基础、固根本方面提出建议：以“党建引领强医

利民行动”为牵引，抓好公立医院党的建设，规范行业

治理，为健康内江建设提供政治保障；以市委“揭榜挂

帅”为着力点，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施“县级医

院能力提升”行动，逐步实现县域医院“三甲”全覆盖，

推动“两个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构建有序的就医和诊

疗新格局，逐步实现“大病不出市，小病不出县”。以疾

控体系改革为契机，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完善医防融合

机制，逐步实现“病有所防”；以委市共建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先行市建设为抓手，积极创建健康四川示

范县及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推动城乡医

疗卫生一体化。

阮履强认为，还要深化高端人才引育，推动智慧医疗

提速，提升行业法治化水平，不断夯实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根基。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更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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