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虽小，却牵着民生，连着文明。 通
过对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置，能够减少占地，减少环境污
染，变废为宝。 但是，垃圾分类需要每一个
市民加入进来，维护清洁、美丽、健康的家
园，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4 月 8 日， 环卫工人黄云菊正在清扫
街道的落叶，她告诉记者，做好垃圾分类，
首先需要清楚了解垃圾的种类，共分为四
大类，分别是由红色标准桶收集的有害垃
圾，由绿色标准桶收集的厨余垃圾，由蓝
色标准桶收集的可回收物，由灰色标准桶

收集的其他垃圾。
“平时我们在扫地的时候，也会做好

垃圾分类，投放到相应的垃圾桶里。 比如
落叶，属于厨余垃圾，所以应该投放到绿
色的厨余垃圾桶里。 ”黄云菊说。

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四个桶”，从
“新时尚”到“好习惯”，垃圾分类这件“关
键小事” 背后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
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是社会文明水平

的重要体现。 市民们也纷纷表示理解，养
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为推进文明创建，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贡献力量。

“作为巫山市民，我们应该坚持做到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共创文明新风。 ”市
民胡先生呼吁。

据了解，有害垃圾是指列入《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源危险废物，包括
充电电池、温度计、血压计等。 厨余垃圾是

指易腐烂的、 含有有机物质的生活垃圾，
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
垃圾，包括骨骼内脏、菜梗菜叶、果皮等。
可回收物是指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的
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包装物、废旧纺
织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玻璃、废纸塑
铝复合包装等。 其他垃圾是除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可回收物之外的垃圾，包括破
旧陶瓷品、污染纸张、纸尿裤等。

（记者 余雨芳）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连 董申熬） 4 月 7 日，我县召
开县中医院和龙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工作会。 县医共体管理服务中心、委机关各科室、县
中医院、 龙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共 80 余人参加会
议。

会议要求， 县中医院与龙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
因地制宜、协同创新，要借助县中医院中医医疗、预防保健、
特色康复和中医药健康宣教龙头优势，从双向转诊、技术指
导、人才培养、医院管理、医防融合等方面共同推动医共体
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县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是提高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促进医
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构建分级诊疗秩序的
重要举措。 下一步，还将通过不断强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整合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让群
众在基层获得更多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进一步彰显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健康守门人”作用。

据悉，这是县中医院首次牵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同时也是首个城区内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标志着我县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工作进入了巩固拓展期和深度实践期， 将切
实有效提升龙江新区医疗服务能力， 让群众就近就便享受
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会召开
县中医院与龙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文明创建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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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存春 雷行星 文 / 图
4 月 7 日， 高唐街道集仙社区 6 个老

旧小区改造点 300 余名工人忙着安装脚
手架、喷刷墙外立面……大家干得热火朝
天。

这 6 个老旧小区改造点都属于住宅
楼。 因小区建成时间较长，公共配套设施
短缺、车位严重不足等矛盾日显突出。 小
区改造完工后， 住宅楼外立面粉刷一新，

地面平坦整洁，汽车有序停放，小区面貌
将得到美丽蜕变。

老旧小区改造是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的民生实事。 今年 2 月，我县启动了新
一轮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切实解决部分老
旧小区居民生活中的烦心事、揪心事。

县住建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负责人
黎圣平告诉记者，改造期间，老旧小区业
主自筹资金 9800 余万元同步开展了室内

装修电梯加装、门窗更换、车库建设等。 如
今小区地面平整干净、绿树成荫，成为业
主休闲健身、喝茶聊天的主战场，邻里感
情升温了，成为了真正的幸福家园。

自 2020 年以来， 我县从解决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出发，通
过召集小区业主院坝会，印发老旧小区政
策宣传手册、 填写老旧小区改造意愿表，
推进实施群众最满意。 利用“重庆业主

App”线上征集意见，后台数据汇总，为老
旧小区改造实施内容提供基础信息，将小
区业主共同关注问题纳入项目实施，做到
利用有限资金最大限度解决老旧小区疑
难杂症。 同时，充分利用有限资金分轻重
缓急选择群众最期盼、最揪心的内容进行
改造。 将消防设施设备、电梯加装、停车位
等纳入重点改造对象，按破旧程度选择老
旧小区分年度优先实施改造提升。

改造后的老旧住宅小区后期维护管
养实行网格化管理， 建立完善街道办事
处、社区居委、庭院（楼栋）三级网格。 充分
利用引进的“重庆业主 App”，在业委会发
布公告、业主意见征集、问题收集处理、后
期小区管理等方面提高效率。 并积极扶持
培养一批本土物业管理企业，支持聘用小
区内业主参与物业管理，让本土物业企业
管理有水平、队伍能稳定、成员有责任、业
主能好评。

“我县充分利用有限资金分轻重缓急
选择群众最期盼、 最揪心的内容进行改
造。 目前， 正在实施改造老旧小区共 60
个，涉及 17100 户，790 栋房屋，面积 190
万平方米。 ”黎圣平表示，巫山 2020 年至
2023 年已累计实施改造老旧小区 38 个，
涉及 15900 户，620 栋房屋，面积 163 万平
方米，昔日的“脏乱差”早已不复存在，取
而代之的是整洁靓丽的环境和居民开心
的笑容。 老旧小区改造是大家的事儿，同
时也呼吁广大老旧小区业主朋友建言献
策，出资出力，共同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提
升中来。

巫山 60 个老旧小区改造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改造后的住宅楼外立面焕然一新。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通讯员
黄浩） 4 月 7 日，县应急管理局成立专
项检查组， 对辖区内的重点非煤矿山企
业及附属廊道工程建设项目进行了全面
细致的安全检查。

专项检查组聚焦露天矿山安全专项
整治、 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
整治以及非煤矿山汛期安全专项检查等

多项行动， 实地检查了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责任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执行、设施
设备运行管理以及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
情况， 并对发现的问题现场逐一提出整
改意见。 同时，检查组还就如何加强矿山
汛期安全防范、 提高安全风险管控能力
等方面， 与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深入
交流，并作了指导。

“本次检查旨在严格管控非煤矿山
重大安全风险， 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
节，真查彻改问题隐患，提升企业本质安
全水平。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邓勇介绍，
非煤矿山企业必须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增强安全生产意识，依法依
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加强全员安全教
育和培训， 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置能力。
下一步， 县应急管理局将加强汛期

安全检查工作，严格落实雨前检查、雨中
巡查、雨后复查，确保沟通畅、坡稳定；严
格按照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
整治要求，全面加强隐患自查自改，切实
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 确保全县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式持续稳定向好。

紧盯薄弱环节 夯实安全基础

县应急管理局全面检查辖区内重点非煤矿山企业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春暖花开四月天。 4 月 6 日， 县图书馆、
“云水之声”朗诵艺术沙龙，举办了以“声
动云水·与你同行” 为主题的一周年庆典
活动。

据了解，由县文化旅游委、县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县社会科学联合会、县图书
馆等单位共同开展的“云水之声”朗诵艺
术沙龙于去年 4 月 8 日成立。朗诵艺术沙
龙的成立， 是为满足群众的精神追求，给
喜爱阅读朗诵的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相互
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也助力了口才、朗
诵和表演等才能的培养，并对倡导我县全
民阅读，打造书香巫山，在全社会形成爱
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风尚，发挥了积极
作用。

周年庆典活动上，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充分肯定了朗诵艺术沙龙在发展全
县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作用，肯定了图书
馆全民阅读工作的积极性，营造了良好的
阅读氛围。同时，希望图书馆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推动全县全民阅读迈向更高的台
阶。

活动中，老干部艺术团、沙龙成员等，
同台献艺。 首先是器乐合奏《欢聚一堂》。
而后，古筝、笛子、电吹管、二胡等器乐演
奏与朗诵相结合，让大家一边欣赏美妙的
乐器声，一边在聆听朗诵中感受语言的魅
力。 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给大家带
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语言文化盛宴，赢得观
众阵阵掌声。

“云水之声”朗诵艺术沙龙成立一周年庆典举行

朗诵表演。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通讯员 夏国军） 4 月 7
日，建平乡召开 2024 年度基干民兵工作大会，详细分解征
兵工作，并对全体基干民兵进行体检。

会上，相关人员就国防知识教育进行专题培训，努力提
高基层民兵队伍思想认识，加强作风纪律，牢固树立“练为
战”思想，确保全乡民兵队伍能够高质量完成后续各科目训
练内容，切实做到“练兵备战谋打赢，急难险重当尖兵”。

同时，通过讲授、演示、练习等方式，对稍息、立正、正步
走、原地踏步等内容进行队列训练。 春日暖阳下，参训民兵
们身着迷彩服，军容严整，精神振奋，以昂扬的斗志和整齐
的工作为大家展现了“民兵风采”。

此次基干民兵工作大会， 充分激发了全体基干民兵的
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建平乡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建平乡将进一步夯实
民兵训练基础，锻炼快速反应能力，积极为全乡经济建设、
平安稳定贡献力量。

练兵备战谋打赢 急难险重当尖兵

建平乡召开 2024年基干民兵工作大会

垃圾分类靠大家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最美人间三月天，风和日
丽暖人间。4 月 9 日，由县政协组织开展的“送文化、送科技、
送健康、送法律”进基层活动在巫峡镇红庙村举行。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情系民生·厚植情怀。 活动中，县政
协组织了全县文化、科技、卫生、法律界别的政协委员和相
关的专家走进活动现场，“零距离” 地为村民开展卫生、科
技、法律咨询等服务。

记者看到， 卫生界别的委员及专家对村民进行健康知
识普及、义诊等服务，为村民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科技界
别的委员和专家为大家传授先进、实用、安全、科学的种植、
养殖技术，帮助大家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助力乡村振
兴；法律界别的委员及专家为大家提供法律知识咨询，让大
家有效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文化界别的委员还
同县艺术团的演员一道，用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歌声、风趣
的小品等表演形式，为广大村民献上了一台精彩演出。

今年 66 岁的红庙村村民田光秀，患有颈椎的毛病。 医
务人员现场为她进行了理疗按摩， 使田光秀的颈椎痛得到
了缓解。

“医生，给我检查一下哈？ ”“我这段时间总是睡不好，看
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来自卫生界的委员和医疗专家，认真
地接待着每一位村民， 并耐心地回答着村民们咨询的每一
个问题。

巫山是脆李之乡，到目前为止，种植脆李已达 30 万亩。
本次活动中， 县政协特邀请市农技专家就脆李的管护知识
进行了宣传讲解。

巫峡镇脆李种植大户陈嗣春说：“科技下乡对我们种植
大户来说很好，很多书本上的理念没掌握到的，通过这次活
动我们学到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

当天，由文艺界和县艺术团带来的歌舞《上春山》、独唱
《咱老百姓》、方言歌曲《哈个咋》、舞蹈《鼓韵巫峡》、魔术《空
中飞桌》、曲艺小品《乡村姐妹花》，以及歌曲《我的家在巫
山》、歌舞《相亲相爱一家人》等文艺节目，更是为全体村民
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据介绍，县政协开展“四送”活动，其目的就是更好地发
挥政协委员优势，深化委员履职活动，更好联系服务界别群
众，让广大群众共享文化、科技、健康成果，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县政协二级巡视员王国琼出席“四送”进村活动。

“四送”进村 服务暖心
县政协：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近日，我
县“专项行动”工作专班举办全县学校食
品安全排查整治考核验收培训班。

会上，县市场监管局、教委相关负责
人就《重庆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实施细则》、校园食品安全的管理
的定位、专项行动考核验收具体办法、智
慧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等多方面作了学习
和解读，并就本月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县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还对营养健康
管理工作进行专题授课。

会议要求， 学校食堂管理员必须对
照《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结合《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重庆市
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手册》要求，对标对表
主动担负起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
县学校要积极主动将基础性工作做扎

实，结合《巫山县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工作手册》要求，围绕食堂设施
设备、库存食品清理、加工制作等关键环
节，严格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发现问题立
行立改，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同时，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员要以“重
庆阳光食品”APP 和“餐饮安全在线”信
息平台为依托，充分发挥“互联网 + 明厨
亮灶 +AI 智能识别”功能，提高对有害生

物、 违规行为等风险识别和问题核查处
置能力。 熟练运用“阳光食品”APP 落实
好晨检和“日周月”自查、大宗原材料追
溯、人员培训考核、风险隐患处置等主体
管理责任， 利用智慧化管理手段提升学
校食堂管理效能。

学校食品安全排查整治考核验收培训班举办

旧 貌 换 新 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