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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老乡回家乡、建家乡。春节临
近，各地务工人员开始返乡回家过年，
即日起，市人力社保局将联合多部门
积极开展“春暖农民工”返乡就业服务
行动，聚焦农民工政策宣讲、就业帮扶
等系列暖心举措，助力农民工群体返
乡就业、就近就业。

春节期间，将在高铁站、汽车站、高
速路服务区等主要交通枢纽和集散地，
以及全市各邮政网点、“邮爱驿站”设置
1000个农民工返乡服务站点。这些站
点如同温馨港湾，将为返乡农民工提供
免费茶水、咨询引导、行李搬运、就业推
介等多元化服务，让长途跋涉的农民工
一下车就能感受到家乡的温暖与关怀。

此外，为保障农民工顺利返乡，市
人力社保局还将组织1000趟次包车
包机包列（厢）。针对有集中出行需求
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包客车、包飞机、
包火车等贴心出行服务，并加强交通
出行保障与安全管理，确保每一位农
民工都能平安、便捷地回到家乡或奔
赴工作岗位，极大地解决了农民工返
乡返岗的交通难题。

为实现农民工求职与岗位的精准
匹配，春节期间我市将推出农民工求
职登记“一码通”服务。“通过发布返乡
农民工求职登记二维码，农民工只需
轻松扫码，就可以登记个人求职需
求”。与此同时，全市2.3万名劳务经
纪人将积极行动，开展万名劳务经纪
人“面对面”活动。他们通过线下走
访、线上对接，为有就业创业意愿但暂
无合适工作的农民工提供至少1次政
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个岗位推荐、
1次技能培训。

针对有返乡创业意愿的农民工，
还将分别组织100场返乡创业座谈会
和1000名创业者园区对接行。春节
期间，我市还将筹集50万个涵盖建
筑、制造、家政、物流、餐饮等领域的就
业岗位，并在各区县人力资源市场、市
政广场、乡镇集市、零工市场举办
1000场现场招聘会，促进农民工与用
人单位供需精准对接，全力推动农民
工就地就近就业。据介绍，今年春节
我市还将同步开展慰问进企业、进站
点、进村（社区）活动，加大对失业农民
工、生活困难农民工、就地过节农民工
等群体的关心慰问力度，春节期间全
市集中走访和慰问农民工达10万人
次以上。此外，还将举办1000场政策
宣讲会，政策宣讲会以院坝会、场镇赶
集摆摊设点等接地气的形式展开，向
返乡农民工详细介绍家乡经济社会发
展现状，深入解读就业创业、社会保
险、权益维护等政策法规，帮助农民工
了解家乡就业环境与政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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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个岗位+1000场专场招聘

重庆开展农民工返乡就业服务行动

张灯结彩，喜迎新春！来自市城市管
理局消息：中心城区迎春灯饰已陆续亮
相，预计1月20日前后全部上线亮灯，拉
满春节氛围。

1月11日晚，江北观音桥步行街，音
乐喷泉旁的“花灯海洋”人来人往，一盏盏
郁金香造型的彩灯闪亮，置身其中的市民
顿时被“花海”包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迎春灯饰已全
面上新，重庆书城与新世纪百货之间设置
的大红福字灯组是游客“打卡”的首选之
地。远望解放碑，则形成标准的“星光大
道”，迎春灯饰让商圈的夜色“锦上添花”。

在南滨路钟楼、弹子石广场以及朝天
门大桥南桥头、菜园坝大桥南桥头等地
点，同样实现迎春大红灯笼高高挂，让市
民游客“桥”见山城的美丽夜景。

据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各
商圈历来是迎春灯饰的亮点，我市通过谋
划推进数字化应用“渝城灯靓”开发建设，
明确了10大商圈8类夜间消费场景景观
照明打造手法以及光环境控制要求，后期
通过景观打造与观景需求配套发展，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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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市两会 奋力谱新篇

数字技术助力千行百业，赋能高质
量发展。在市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市
人大代表、江津佳华医院院长翁仁潘提
出《关于加快数字交通建设的建议》，建
议提出，在当前数字重庆建设背景下，
应针对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建设一套从
立项、规划、建设、运营等全生命周期的
数字交通管理平台，以数据流转的方式
实时监管各个环节，实现项目规划科学
化、项目实施透明化、质量安全可控化、
产值数据实时化，保证交通建设项目科
学、规范实施，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翁仁潘的建议得到了市交委的高度
重视，该委协同市发改委、市规自局、市
大数据发展局共同研究办理了该建议。
按照急用先行原则，我市已于2024年
10月加快打造一批“9+2”中心城区“大
综合一体化”高频多跨综合场景，目前

“中心城区出租汽车管理”场景在中心城
区率先贯通，该场景设置火车站出租大

客流疏运智能预案，在重庆火车西站与
北站实战运行，下一步将向中心城区火
车站持续推广。

按照“2025年形成基本能力”工作
目标，市交通运输委全面梳理交通行业
年度目标和KPI指标，聚焦3大重点领
域，迭代升级构建数字交通“13681”基
本能力体系构架，形成《全面推进数字交
通基本能力建设行动方案》，以“1”个数
字交通“平台+大脑”为支撑，围绕“3”大
核心业务，重点实现互联互通的设施供
给能力、保障有力的设施运行能力、智慧
便捷的客运服务能力、集约高效的货运
服务能力、协同联动的安全保障能力、精
准高效的综合治理能力等“6”项基本能
力，加快推进数字交通“渝运安”“渝你同
行”“交通运输打非治违”“高速畅行”“数
字港航”“轨道智管”“渝路智管”“数智货
运”等“8”个重点应用，形成“1”套数字
交通建设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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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仁潘：让数字化引领交通“加速跑” 助推161项医学检查检验结果川渝互认
合规医学检查结果互认，减少了重复

劳动，也让老百姓就医就诊更便捷。最
近，市民罗婆婆来到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
院进行肺部相关检查。在诊疗过程中，由
于罗婆婆的家属提供了在眉山市人民医
院的CT影像资料，诊治医生根据检查结
果互认，在病历中予以了记录。

罗婆婆只是川渝两地协同推进医学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受益者中的一员，这项
便民措施的实施，与一份重点提案办理密
不可分。提案人是市政协委员、重庆大学
医学院副院长、重庆市人民医院（重庆大
学附属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重庆
市临床检验中心副主任罗阳。

罗阳发现，川渝两地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部分患者在就诊时面临反复检查的问
题。为让患者在不同地点就医时能够实现信
息无缝对接，去年初，罗阳在市政协六届二次
会议期间提交了提案《关于积极推进川渝地
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建议》。

罗阳建议，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方

面，制定川渝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
的统一技术标准，确保各医疗机构生成的
检查检验结果在技术上具备可比性和互
认性；在加强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推动
川渝地区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建设统一数据平台，实现患者就医信息的
共享和传递；在推动检验医学中心建设方
面，应在川渝地区设立检验医学中心，分
工合作，协同推动检查检验结果的互认。

随后，罗阳的提案被列为市领导重点
督办提案，交由市卫生健康委办理，该委
结合川渝两地医疗领域改革实际，与有关
协办单位共同研究推进提案办理工作。

在两地政协和多个部门的共同推动
下，2024年7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和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全
面推进川渝两地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的通知》。截至
2024年底，川渝两地已将935家医院纳
入到了互认范围，互认项目达到16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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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灯饰上线“灯”你来打卡

观音桥步行街观音桥步行街““灯光海洋灯光海洋””

上清寺转盘大红灯笼亮起来

千厮门大桥上的红灯笼

解放碑步行街“福”字灯组

黄花园大桥下灯光映照“水墨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