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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本质，推动共
同富裕、促进富民增收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最终目的。市发改委党组
成员、四级调研员戎全兵介绍，近
年来，我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变“民生难点”为“民生亮
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受益
面广、关注度高的事项纳入年度
民生实事。年度民生实事的产生
从原先的部门报送建议，逐渐变
成向市民征集和部门报送相结
合。截至目前，2023年10大类40
项市政府民生实事办理情况总体
良好，12 项已提前完成目标任
务；6项超序时推进；其余项目均
有序推进中。

推动共同富裕、促进富民增
收。始终把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
为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出台了《关
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的实施方案》，将城
乡融合发展作为城镇化高质量发
展重要内容纳入考核督查体系。
2023年上半年，我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28478.3元，同比增长
5.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为 33165.8 元 ，同 比 增 长
4.5%；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18258.2 元，同比增长 6.6%，城乡
收入差距缩小至1.82∶1。

党建引领，完善共
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制度
和协同平台

以党建为引领，以改革创新
和制度能力建设为抓手，近年来，
我市制定实施了加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系列文件，
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制度和协同
平台不断完善。

夯实基层基础，社区功能配
置不断完善。连续 8年对 137家
城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施改造
提升，综合服务设施平均面积达
1275平方米，城乡社区用房达标
率分别达 94.5%、99.8%。在全省

率先推行“1+X”的中心社区治理
模式，累计建成中心社区 36 家，

“一中心多社区”服务格局初步形
成。

聚焦便民利民，社区服务水
平持续提升。着力推动社区减负
增效与便民服务有机统一，社区
协助党政部门工作事项减少至
12项，总体减负率达67%，牵头取
消亲属关系证明等 20 项妨害群
众办事的“奇葩证明、重复证明”，
面向村（社区）创建示范项目精简
至 16 项。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实
现市县两级全覆盖，培育社区社
会组织 4955家，建成街道（镇）慈
善社工站 59 个，130 多名驻站社
工活跃在基层一线，每年为困难
群众提供精准救助、资源链接等
专业服务3万余人次。

着力协商议事，社区治理成
效明显凸现。建立协商成果“跟
进-督查-评价”机制，我市城乡
社区议事协商会覆盖率和成果转
化率均达 100%，涌现出了“流动
小板凳”会商、“五方七步”工作
法、“老弗士协商议事”等基层群
众自治鲜活案例。

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
长陈发荣表示，围绕进一步健全
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民政部门将
在持续强化党建引领的同时，持
续增强社区服务的基础性支撑，
深化减负增效的后半篇文章，创
新协商议事的微自治模式，推动
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良性互动。

用心用情，答好就
业、养老等民生“必答
题”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针对
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等热点
问题，近年来，全市人社部门坚持
以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
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千方
百计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兜
底线，每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5
万人以上，全市就业形势总体保
持稳定。

市人社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曹志云介绍，今年以来，全市人社
系统深入实施“聚力项目攻坚助
力产业强市”十大行动，聚力打造

“暖企惠民人社行·镇好就业
365”就业创业服务品牌，推出

“‘就’在镇江”系列招聘服务活动
284 场次，提供招聘岗位 16 万
个。1至 8月，全市实施“降贷返
补提”惠企政策达 18 亿元，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 3.74万人，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 2.14万人，帮扶就
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8902人。

润州区政府副区长刘向华介
绍，答好就业这道民生“必答题”，
润州区全面落实各项就业、创业、
援企、惠民政策。金山街道西津
古渡社区获得“国家充分就业示
范社区”“省级创业示范基地”称
号；建成全省首批、全市首家“零
工市场”，为灵活就业、零散用工
人员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等
免费公共就业服务；构建“线上+
线下”招聘机制，举办“春风行动”

“退捕渔民”“家政行业”等招聘活
动。

养老是另一道民生“必答
题”。句容市政府党组成员、科技
镇长团团长贾卫东介绍，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句容市着力构建
高质量、高水平的养老服务体系，
2021 年成功入选第三批省级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创新示范地区
并启动建设。截至目前，句容共
建成养老床位 7345张，在业养老
机构24家，机构护理型养老床位
占比达到 65.24%；建有城乡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 176 个、城市街道
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 3 个、农村
标准化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3
个、老年人助餐点14个，约23000
名老年人接受专业化居家上门服
务；累计实施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1200户。

人民至上，推动应
急管理治理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

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是
当前应急管理最为重要的任务。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周德厚介绍，我市目前的主要做
法包括建立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定
期研判会商机制、持续强化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等。

建立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定期

研判会商机制以及“两个体系”。
市安委办每季度牵头组织专家团
队对全市安全生产重大风险进行
会商，形成会商报告。对全市范
围内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防控和应
急救援的类型分布、防控机制、处
置流程、响应等级、责任划分等作
了进一步的细化实化和具体化，
形成市、区、镇三级风险防控和应
急救援责任体系。同时，持续强
化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
动。

凝心聚力，打造基
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平
台

2022年9月市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成立。指挥中心
副主任张永介绍，成立一年来，指
挥中心锚定打造“一网统管”数字
政府新样板的目标定位，以网格
为抓手、热线为纽带、数字为支
撑，凝心聚力打造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新平台。

搭建一套体系，织密一张网
络。按照“三级平台、全域共享”
的总体架构，逐步打造一个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市域社会治理
体系。横向推进“一屏统览”，形
成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信息
共享和协调指挥体系；纵向推进

“一体贯通”，构建市、县、乡三级
架构，力争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
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
决”。以推进“微网格”建设为抓
手，构建治理“微”格局，择优配备

“微”队伍，健全网格“微”制度，进
一步打通基层社会治理“末梢神
经”。今年 1至 8月，全市累计采
集信息约 61.9万条，及时排查各
类矛盾纠纷、安全隐患12449个。

强化一条纽带，筑牢一个支
撑。着力推动镇江 12345热线服
务从单向受理向全程服务转变，加
快推进“接诉即办”“联动快办”“跟
踪督办”。在数字化支撑方面，重
点推动数据沉淀“一个湖”，织牢数
据安全“一张网”，下好研判预警

“一盘棋”。截至目前全市共有89
个部门315个信息系统“上云”，汇
集数据总量24.69亿条。

“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的镇江使命，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保障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答好民生“必答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报记者 朱秋霞

习近平总书
记 7 月在江苏考
察时强调，江苏必
须在保障和改善
民生、推进社会治
理现代化上走在
前列。对于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镇江
开展了哪些工作？
未来还有哪些推
进举措？9 月 22
日，“坚决扛起走
在前、做示范的镇
江使命，奋力谱写

‘强富美高’新镇
江现代化建设新
篇章”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第六场
——“保障改善民
生和推进社会治
理现代化”专场新
闻发布会召开。市
发改委、市民政
局、市人社局、市
应急管理局、市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指挥中心、句容
市政府、润州区政
府相关负责同志，
详细介绍了党的
二十大以来我市
在保障改善民生
和推进社会治理
现代化方面的工
作成效和亮点，以
及下一步的具体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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