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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卫生
健康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两个“三年行
动”，加快补齐教育卫生短板；

优化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载体，着
力破解 1.4 万留守老人和 18.7 万留守
儿童难题，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
福；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推进重点民生
实事落实，累计办结 930项民生项目和
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
悠悠万事，民生优先。2023 年以

来，昭通市千方百计破解群众最关注
的教育、医疗、托育、养老、拆迁安置、
交通出行、饮水安全等民生领域急难
愁盼问题，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
心坎上，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成色更足。

补齐教育卫生短板
2023年新建改扩建学校 162所、新

增学位 5.3万个，完成中心城区 2023年
跨年度实施的新扩建改建中小学幼儿
园项目，进一步提升全市基础教育办学
能力，大力发展优质高中教育，省一级
高中实现全覆盖，高考一本上线率提升
2.4个百分点。昭通职业学院如期招生
办学。开办运营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二期、镇雄县第二人民医院、彝良县第
二人民医院、水富市中医院，新增床位
1500张，11个县（市、区）医共体全面达
到紧密型建设标准，进一步提升全市医
疗水平。

为让孩子们上好学、群众就医有保
障，昭通市围绕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
标，在深入推进“六大战略”、扎实做好

“产、城、人”三篇文章中，聚焦全市教育
卫生短板不足，大力实施教育高质量发
展和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两个

“三年行动”，科学合理布局教育卫生事
业项目，从各级领导干部中选派编外校
长、编外院长，不断补齐教育医疗事业
短板，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加快实
现教育均衡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优质教育医疗服务。

教育方面，重点抓好基础教育普
惠增效、中小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平安校园建设等“七个专项行动”，完
成 76 所中小学新建改扩建任务，新增
学位 3.8 万个，缓解昭通教育发展学
前教育入园难、义务教育城镇挤等难
题。出台《昭通市加强教师队伍激励
六项措施（试行）》，从强化培训培养、
绩效考核、表扬激励、关心关爱、聘用
管理、监督执行 6 个方面明确激励措
施，激发全市教育人才队伍潜心教
书、精心育人的干劲。引进云南师范
大学团队、昆明驾驭式自主教育研究
院管理团队、四川双兴教育集团等优
质教育资源与多所学校开展联合办
学，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全面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

医疗卫生方面，组织实施高水平医
疗服务能力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等“十
大行动”，重点建好 1个中心医院、4大
专科医院、11个省级临床医学分中心、
12 家医共体总医院，构建起覆盖市、
县、乡三级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实现
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
不出县，疑难危重病再转诊的就医新模
式。全市 7家县级综合医院接受《县级
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现场验

收，1344个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全部实现标准化建设，9家县级综合医
院 16 个薄弱专科建设项目申报成功，
12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效运行。

走进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
致远楼二楼，无人机训练室、“机甲大
师”科技室、物联网科技室、3D打印实
验室……科技感十足的教室让人惊
叹。“设置特色教室，是为了让孩子们发
掘自身兴趣点，引领他们把个人梦想与
时代需求相结合。”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胡克州说，面对本地生源留不住、优秀
教师招不来的情况，云南师范大学附属
镇雄中学从 2016 年建校以来，通过持
续增加教育投入、引入云南师范大学合
作办学，组建专家团队、招募青年教师、
完善硬件配备、创新教学理念、实施课
堂改革，逐一攻坚克难，教育水平稳步
提升。从 2019 年起，五届高考成绩显
示，全校考入清华、北大37人，考入“双
一流”、985、211高校共 4337人，一本率
稳定在 90%左右。在该校的示范带动
下，全县一本上线率从 2016年的 4.62%
上升到 2023 年的 52.68%，生源从向外
跑转变为往回流。

“以前大家都是到成都、昆明等地
看病，现在在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也可
以享受昆明等地专家的医疗服务，还节
省往返路费、住宿费。”说起医疗环境的
变化，大家感同身受。“现在坐公交车
10 多分钟就可以到医院进行化疗，报
完账只需 400元左右，真的太实惠了。”
患者刘大姐说。

镇雄县教育高质量发展、滇东北区
域中心医院的运行，是昭通市在主题教
育中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
这一目标的缩影。

从草芥之微到树木成林，随着短
板弱项的不断补齐，昭通教育卫生事
业正蓬勃发展，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幸福。

千方百计破解“一老一小”难题
刘俊明和老伴居住在绥江县五福

社区迎晖小区。多年前，刘俊明因为脑
梗成为肢体二级残疾人，身体右半部分
无法用力，县民政局在他家卫生间安装
了上翻扶手、上翻浴椅和防滑垫，根据
老人身高定制了橱柜、配备了拐杖，让
老人的居家养老生活方便、安心。

位于大关县城顺城北路原大关县
医药公司二楼的幸福食堂环境温馨。
周一到周五，两荤两素一汤好吃又实惠
的家常菜，吸引着老人们前来就餐。该
食堂采取政府补贴和个人支付相结合
的方式，按照 60 至 69 周岁每人每餐 8
元、70至79周岁每人每餐6元、80至85
周岁每人每餐4元、85周岁以上老人免
费的标准，向县城辕门、龙洞、笔山等社
区60周岁以上老人开放。

“一老一小”关乎民生、连接民心。
关心好老年人的起居饮食，既是将基层
治理纵深向细枝末节延伸的关键小事，
又是优化面向老年群体服务质量的头
等大事。

昭通是云南省劳务输出大市，全市
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达 261.6万人，其中
省外务工人员达 131万人，有留守儿童
18.7 万人、留守老人 1.4 万人。自 2023
年 9月开展主题教育以来，昭通市坚持
把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和老人放在突出
位置，设立“老年关爱中心”“儿童之家”

“四点半课堂”等，织牢全心关爱保障

网，打好真心关爱“组合拳”，提升贴心
关爱满意度，以务实举措千方百计破解

“一老一小”难题，稳稳托起“一老一小”
的平安幸福。让干部到基层、送服务到
家门，组织 2.4万名县、乡、村干部开展
就医就学、生产生活等全方位关爱服
务，确保全市 260余万外出劳动力年平
均务工时长稳定在9个月以上。

织牢全心关爱保障网。制定出台
《昭通市“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留
守老人和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方案，
建立组织保障、联席会议、动态管理、全
程保护、巡访探视 5 项机制，把留守老
人和儿童关爱工作列入党委、政府议事
日程，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
与的工作格局，确保对留守老人和儿童
的关怀照护不少一人、不漏一人。

为关心照顾好留守儿童，全市建立
起留守儿童监护有人、学业有教、生活
有助、健康有保、安全有护、活动有家

“六有”制度，挂牌成立市级未保中心 1
个、县级未保中心11个、乡（镇）未保站
150 个，配备乡（镇）儿童福利督导员
159 名、村（社区）儿童主任 1378 名，建
成“儿童之家”1404个，实现村（社区）基
本全覆盖；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养老
服务设施体系，运营养老机构 43家、养
老床位8479张、护理型床位5294张，运
营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192 家和农村老
年人活动场所 794 个，把建好阵地、精
准施策、凝聚合力作为关心关爱“一老
一小”的重点举措。

为确保留守老人和儿童有人关怀、
有人照护，全市建立起留守老人和儿童
需求清单，组织市（县）领导干部发挥

“头雁”作用，全覆盖结对帮扶留守老人
和儿童；组织志愿者采取“1+N”形式，
直接联系服务留守老人和儿童；动员社
会各界以募捐爱心善款和物资的形式，
为留守老人和儿童提供文体、康养、心
理抚慰等服务。

市妇联组建“爱心爸妈”“代理爸
爸”志愿服务队1.3万余人，点对点关心
关爱1.9万名留守儿童；镇雄县采取“协
会+养老”模式，成立留守老人服务协
会，将 60 岁以上留守老人全部纳入服
务范围，定期开展活动，实现老有所乐；
威信县 31 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发挥“头
雁”作用，全覆盖包保 10 个乡（镇）、89
个村（社区），让留守老人和儿童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

一项项务实有效举措、一次次暖心
关爱活动，着力破解了“一老一小”存在
的难题，用心用情用力托起了百万家庭
的“朝夕美好”。

着力办好基层群众急需解决的事
“我早上在诉求台提到希望能帮忙

推荐工作，下午就收到招工信息推送。”
近日，巧家县城北门安置区移民群众万
鉴毅接到县人社局的通知后高兴地
说。巧家县坚持精细化常态化服务 5
万移民群众，在移民服务中心设立百姓
诉求台，征集民意诉求 600 余个，88 家
挂包单位累计为移民处理房屋、门窗、
水电等生活问题2000余个。

“太好了，打开水龙头就能用到干
净的水。”针对水田镇香树村群众反映
的 17 个饮水问题，威信县成立多部门
联合工作组，工作组 12 人直接到村组
开展服务，彻底解决了该村 9个村民小
组948户2954人吃水难的问题。

昭阳区围绕基层治理、耕地保护、

渔洞水库保护等方面，以“区直+乡镇
（街道）”联动整改的方式，推动解决 25
个突出问题。

一个个热切的民生期盼得到回
应，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开花。昭通
各级领导干部大力弘扬“四下基层”
优良传统，全面落实“五级书记”为民
办事解难题工作部署，坚持深入基
层、深入一线，聚焦民生热点、紧盯基
层群众关切，着力解决基层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坚持上门问需，
到群众中去、到基层中去、到实践中去，
善于运用“望闻问切”的方式，在田间地
头、群众家中听民声、察民情、访民意，
摸清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发现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社区治理、建设乡村
文体活动阵地等问题 2210 个，解决问
题 1131 个。抓住群众反映最突出、最
急迫、最强烈的民生实事，在认真分析、
反复研判的基础上，确定 462项民生项
目、468项为民办事事项。

“要千方百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成果的持续巩固
和拓展、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昭通市
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改善，但农村垃圾收
运处置设施覆盖率不高、污水收集处理
达标率低等问题仍然突出。昭通市学
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以“两污”
治理为重点，以村（社区）为单位，进行
全覆盖整治提升，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

昭通市通过制定规划、投入资金等
措施，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加快补齐“两污”基础设施短板；通过持
续推进绿美乡镇、绿美村庄、绿美公路
行动，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整治，让干
净整洁成为村庄常态，力争到 2025年，
全市建成 22 个省级绿美乡镇、26 个省
级绿美村庄、15万户美丽庭院，全市农
村卫生厕所覆盖率、生活污水治理率、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
73%、55%、90%以上。

“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仅要记
在本本上、印在心坎上，更要落实在行
动上。”昭通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不放手，坚持以学促改、对标对表查症
结，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治病灶，坚
持常态长效、建章立制除顽疾。通过聚
焦是否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是否围绕群
众关心关注、是否近期能够落地见效

“三问”建项目，聚焦看项目计划、看统
计报表、看实际情况“三看”抓进度，聚
焦查项目进度、查工作现场、查群众口
碑“三查”验成效，办理民生项目 462
项。同时，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等
活动，统筹规划 11821 个基层党组织，
采取“党支部+志愿服务”“党员+志愿
服务”的模式，引导 190367名党员有效
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切实解决基层群
众的需求，为民办实事 21860件。

着力办好基层群众急需解决的
事。翻阅昭通市主题教育为民办实事
清单，全市462项民生项目、468项为民
办 事 事 项 完 成 率 分 别 为 98.91% 、
100%。民生目标任务的逐一完成，是
昭通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短板弱项的不
断补齐，是“一老一小”难题的不断破
解，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不断解决，
更是昭通 633 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不
断攀升的直接反映。

办好民生实事为群众幸福加码
云南日报记者 蔡侯友 记者杨明 通讯员 徐有定 文/图

巧家县信访局带案下访群众、释法明理。

镇雄县中屯镇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宣讲活动。

绥江县中城镇福兴社区“一老一小”之邻里互助养老。

绥江县中城镇福兴社区“一老一小”之“儿童之家”。

水富市云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社区为老年人免费体检。

绥江县“半边红”李子喜获丰收。

绥江县劳务输出专车实现群众出家门进厂门。

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