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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持续擦亮“教育在银川”品牌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银川
市大力推进基础教育项目建设，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命名一批学科基地校、示范校，发挥优质
校示范引领作用；实施教育数字化行动，提升教
育资源供给力，通过一个个有效举措，大力推进
优质教育扩面提升，持续擦亮“教育在银川”品
牌，让更多孩子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的转变，满足了多数家庭对教育的憧憬和期望。

汪女士家老二今年上二年级，一年级刚入
学时，因金凤区第十二小学校舍不足，所以安排
一年级新生到金凤区第十七小学借读，每天校
车来回接送。由于老二的接送时间跟上三年级
的老大是错开的，丈夫又经常出差，所以汪女士
只能一个人来回接送两个孩子，每天都要多跑
好几趟，自己还要上班，很不方便。去年，新扩
建的教学楼建成后，汪女士家老二如愿就近上
学，汪女士的烦心事终于解决了，两个孩子不再

需要接送，结伴而行即可，“我上班都安心多
了！”汪女士欣慰地说。

今年，我市将继续擦亮“教育在银川”品牌，
加快建设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达到90%以上，新改续扩建中小学幼儿
园35所，建成投用14所，新增学位1.8万个。学
前教育方面，今年将实施学前教育普惠保障行动，
进一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和普惠率，不断
提升学前教育保育保教质量。义务教育方面，将
实施义务教育强校提质行动，加强城乡义务教育
共同体建设，遴选认定一批新优质学校，推进特殊
教育融合发展，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普通高中教
育方面，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行动，创新办学机
制帮扶一批，全面提升县中办学质量。

作为“互联网+教育”示范核心区，银川市
通过“一校带多校”的“在线同步互动课堂”，让
农村的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位于

贺兰县洪广镇的金山小学是一所农村学校，现
有学生90多人，近年来虽然在多方面加大教育
投入，但在办学质量上相比城市学校还有一定
的差距。如今，该校已先后与银川市阅海小学
和贺兰县优质学校结对，通过“互联网+”共享
优质教育资源，老师和学生掌握了好的教学方
法和学习方式。

为了促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银川市“互联
网+教育”示范核心区主要通过“一校带多校”
的“在线同步互动课堂”，让城乡学生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近年来，银川市以“普惠共享”为理
念，强化示范引领，提升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力。
组建专家团队，对学校网络建设情况开展调研
评估；启动建设教育专网，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
供高速、便捷、绿色、安全的网络支撑；升级银川
市智慧教育研究中心，进一步夯实智慧教育数
据底座。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一老一小”的幸福，关乎民生、连接民心。
为此，银川市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多措并举
托起“一老一幼”稳稳的幸福，持续增进民生
福祉。

今年73岁的解长文一直期盼有一处适合
的用餐点。如今，清水湾社区食堂让他深感

“食”有所依，“太方便了，我走过来就用4~5分
钟，这里菜品丰富，还有8折优惠，实惠又好
吃。”解长文为社区食堂点赞。

近年来，银川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未来社区”

“完整社区”创建为契机，建立“社区食堂+多元
助力”可持续发展模式，让老年人就近吃上“暖
心饭”“幸福餐”。2024年，银川市将按照明厨
亮灶标准进行标准化提升改造20家功能完善、
服务优质的老年助餐点、老饭桌，其中市级改造

提升10家，各县（市）区配套资金改造提升10
家，银川市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

银川市海宝龙托育有限公司去年3月成立
了托育班，有教职工7人，80个托位，可满足方
圆3公里内的婴幼儿托育服务。

今年我市将建成婴幼儿托育综合服务中
心，新增普惠托位1000个，争创全国婴幼儿照
护服务示范市，持续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规范建设和管理，完善综合监管体系。

记者了解到，银川市出台了“一老一小”整
体解决方案，到2025年，基本建成与城市定位、
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现代养老服务
体系；鼓励多方力量参与的托育服务，到2025
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4.5个，为“一老一幼”创造更高品质的生活。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加快健康银川建设 做大“医疗在银川”品牌

医疗是民生之需，健康是人民群众幸福生
活最重要的指标。近年来，银川市高度重视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始终把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统筹
抓好综合医改、公共卫生、“互联网+医疗健康”，
让银川人享有便捷、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

“医生，我这几天感觉头重脚轻，头闷闷的，

你帮我诊断一下，这是咋回事？”前段时间，家住
西夏区尚美雅居的刘龙章老人感觉身体不适，他
第一时间来到西夏区朔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科医生为他做了详细的健康检查，并对症开
药。服药几天后，刘龙章就感觉身体轻松多了。

刘龙章已经80多岁了，患有高血压、冠心
病、慢性阻塞性肺炎等慢性病。就在几年前，他
搬到了西夏区尚美雅居居住，并与西夏区朔方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签
约。在家庭医生团队的细心呵护下，刘龙章的
身体也有了明显好转。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既是基本医疗的防线，
也是公共卫生的网底。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367家，同时设置158个
方便诊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均可
提供周末门诊。全市基层医疗机构（除村卫生
室）平均月诊疗量约35万人次，履行着健康守
门人的职责。

金凤区的赵女士即将迎来二孩，她下载了
“银川健康广场”小程序，进入主页后，可以查询
市属六家公立医院及其分院所有科室的床位信
息。“这个小程序能门诊挂号，在线问诊、预约体
检、预约疫苗、签约家庭医生，太方便了。”赵女
士说。

作为国家“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的核
心城市，银川市以首届数字医疗健康银川峰会
为契机，积极推进数字医疗健康项目落地，深化

“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基地建设。今年我市
将加快健康银川建设，做大“医疗在银川”品
牌。实施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提质
扩容等项目6个，建强重点专科15个。推进城
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提档升级，打造妇幼、
口腔专科医联体。启动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
基地建设，建成基层急救分站5个。打造国家
级名中医工作室3个，争创全国基层中医药工
作示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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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用民生“温度”标注幸福“刻度”
本报记者 吴春霖

百姓所思所盼所需便是政府施政所向。一张张民生清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去年以来，银川市各部门把群众关切作为工作的“晴雨表”，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度量衡”，持续优
化教育、医疗、民政等服务，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暖心事。2024年银川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突出民生保障提档，共享强首府发展红利。我市将持续用力、精准发力，让人民群
众切实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市民政局局长井胜：

“民生答卷”更有厚度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吴春霖

“去年以来，市民政局采取了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银川市民政局局长井
胜表示，2024年，该局将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力
实施民政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精细化“四化”建设，
创新开展民政服务暖心一张卡、连心一张网、安心一盘棋、
贴心一堂课“四个一”工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井胜告诉记者，今年市民政局将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
产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鼓励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实现养
老机构专业服务向社区、居家延伸，并扩大和优化老年助餐
服务供给，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建共享的“15分钟城
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圈”，新建并提升改造20家社区食堂，
全力建成银川市智慧养老平台暨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实现
所有养老服务机构、场所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养老服
务供需精准对接。

在健全完善困难群众兜底保障体系方面，井胜介绍，市
民政局将建立社会救助数据共享比对机制，确保及时预警、
查访核实，分层分类实施救助帮扶。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孤儿养育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三类保障标准，并
加大对精神障碍受助人员的身份甄别力度，为流浪乞讨人员
和临时遇困人员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服务。加强基层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建设方面，市民政局将高效运营银川
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提升品牌型枢纽型社会组织孵化率，
持续推进未来社区试点建设，提升社区嵌入式服务能力。

井胜表示，新的一年，市民政局将聚焦“民生大事”“关
键小事”，用心用情用力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
基本社会服务职责，让民生答卷更有厚度更有温度。

老旧小区居民刘志贞：

城市更新让银川更美更宜居
本报记者 吴春霖

“在这里生活了快20年，几年前，小区进行了老旧小区
改造，现在小区环境变好了，周围配套设施又方便，我对现
在的生活很满意。”家住兴庆区金盾小区居民刘志贞说，小
区如今向着美丽和谐家园发展，新的一年，希望小区环境越
来越好，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刘志贞说，这几年银川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
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目，不仅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
量，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城市魅力，切实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城
市建设带来的红利。“银川市除了继续推进老旧小区的步
伐，这些年还在推动城市更新，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是件
好事，我希望银川市能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补齐城市短
板、提升城市品质，通过科学规划引领、城市动脉畅通、基础
设施攻坚、人居环境提升、生态功能修复等，统筹推进城市
更新，让大美银川越变越美。”刘志贞说。

刘志贞认为，以街巷改造提升为例，银川的城市更新不
是简单地、千篇一律地为街巷换上新装就完事，而是去追溯
它们的历史、文脉，发掘和呈现它们的特质，千街千颜、万巷
万味，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不雷同，这也是城市更新的本质，
应在挖掘城市文化内涵、人文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改
造，才能让城市散发出独有的韵味，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会更可持续。刘志贞希望，我市
相关部门能继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做美做优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幸福之城。

已建成的银川市唐徕中学北校区（1月9日摄）。本报记者李靖摄

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东方尚都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儿童接
种疫苗（2023年12月13日摄）。 本报记者郎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