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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办实民生实事项目，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
慧启发。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在2024
年民生实事项目中，明确提出建设全民阅读新空
间，新建全民阅读新空间15个，改造提升2个。

“我市大力推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将
全民阅读新空间作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
重要民生工程来推进。”市人大代表、盐城景山
中学副校长孙荣生非常关注全民阅读新空间建
设，“建设‘盐渎书房’等一批阅读新空间，可以
进一步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读者群体的
多元阅读需求，引导更多人养成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在阅读和学习中增加知
识的储备、厚积文化的底蕴、促进能力的提升，
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聚智慧和力量。”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拥抱健康的生活方

式。实施体育惠民被列入今年的民生实事项目
中。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或改建50公
里健身步道，提档升级265个小区室外体育健
身器材，安装27套二代智能健身路径，新建、改
建镇（街道）级体育公园12个，新建或改建行政
村（社区）健身房20个；盐城体育运动学校新校
区建设工程，计划教学楼、宿舍楼、行政综合楼、
食堂、游泳馆、田径馆等年内主体封顶。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锻炼的需求，近年
来，我市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扎实
推进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以丰富的形式和内涵
为群众的生活增色添彩。”市人大代表、射阳县
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射阳县全民健身中心）
运营经理金开芬说，“相信随着我市体育设施不
断完善，市民健身锻炼也会有更多去处和选择，
人们的运动休闲需求将得到进一步满足，更多
人享受到运动健康生活的乐趣。”

□记者 邱欣泽

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1.8万户，全市新开工（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5614套，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04个；建设10个城
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100个幸福助餐小院，建设100个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全市新增完成194个行政村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建设农村生态河道1080千米……盐城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票决产生了2024年民生实事项目。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新的一年，我市将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项目，加快补齐民生短
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2024年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教

育保障能力提升、家教指导服务能力提
升、医疗卫生能力提升、“盐年益寿”幸
福养老工程、儿童服务能力提升、住房
建设（保障）水平提升、城乡交通提升优
化、实施体育惠民、文化高质量提升工
程、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农村水环境治
理工程、推进厕所革命、提升公共服务
保障能力、“快递进村”工程、通信能力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提升、医疗保险保
障水平提升、弱势群体帮扶、就业帮扶
行动、公共安全能力提升等20件实事。

这些实打实的民生项目聚焦发展
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围绕教育、医疗、文化、养老、托幼等方
面全面发力，必将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
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2024年民生实
事项目中，提出实施残疾人帮扶行动。
建设内容主要为开展残疾人就业帮扶，
2024年全市改造提升9家综合性“残疾
人之家”。

“今年，市残联将统筹用好促进残
疾人就业的各项扶持政策措施，扎实做

好残疾人就业工作，推动残疾人就业质
量提升。”市人大代表、市残疾人联合会
理事长陈刚说，推动出台我市残疾人就
业创业孵化基地扶持政策，按照“搭建
助残平台、聚合各方资源、提供增值服
务、培育创业标杆”的思路，探索残疾人
创业孵化发展新模式，全力扶持残疾人
创业。依托助残就业企业联盟，为残疾
人提供实训实践平台，帮助企业开发更
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推动残疾人
高质量就业。

如何让老年人生活得更有质量？
2024年民生实事项目中，提出实施“盐
年益寿”幸福养老工程。“作为一名来
自基层养老服务战线的人大代表，我
深切感受到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因地制宜培育新型养老服务
模式，是迫切的社会需求。”市人大代
表、大丰区草庙镇敬老院院长沈淦深
有感触，“实施‘盐年益寿’幸福养老工
程，这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时刻把老
年人的冷暖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努力
为老年人提供优质贴心便捷的服务，
健全完善城乡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
体系，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乐享幸福
晚年生活。”

推进厕所革命，今年计划新建改造城市公
厕40座，新建农村公厕3座，整村推进170个行
政村农村户厕改造；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今
年全市计划新增完成194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实施城市河道水质提升工程，对全市22
条水质不稳定河道进行治理，标本兼治，确保河
道水质稳定达标……聚焦“急难愁盼”，紧盯“痛
点堵点”，我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精准把握群
众需求，通过一件件民生实事项目不断补短板
强弱项。

“我市今年将公共安全能力提升作为民生
实事项目来推进，包括城市积涝风险点整治、城
镇燃气改造等内容。”市人大代表、射阳县住建
局局长杨成说，治理城市内涝事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既是重大民生工程，又是重大发展
工程。城市积涝风险点整治将通过对全市66个
积涝风险点按照“一点一策”方案进行整治，采
取工程改造或应急管控措施，提升各风险点抵
御强降雨或超标降雨的能力，为广大群众提供
更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城镇燃气改造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生命财
产安全。杨成说：“我们将完成四明镇、海河镇、
新坍镇燃气管网通达工作，实现建制镇管道燃
气通达率100%，加强县域内管道燃气企业管网
的‘互联互通’，增强供应保障能力。同时，加强
对餐饮等场所‘瓶改管’‘瓶改电’100%持续巩
固，防止新增使用瓶装液化气或返瓶现象。”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民生实事项目
从最薄弱处入手，从最需要处发力，织密民生保
障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重要内容，对于加快改变乡村发展面貌、改善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市人大代表，滨海县五汛镇农
业农村和经济发展局局长、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局长杨枫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础薄弱、任
务艰巨，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突出短板。相
信通过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健全完善长效
管理机制，农村人居环境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改
善，乡村的‘颜值’也会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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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票决产生2024年民生实事项目

为百姓谋幸福 一件接着一件办办

全市改造提升9家综合性“残疾人之家”

完成194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对全市22条水质不稳定河道进行治理

实现建制镇管道燃气通达率100%
“瓶改电”100%持续巩固

新建改造城市公厕40座
整村推进170个行政村农村户厕改造

新建全民阅读新空间15个
改造提升2个

新建或改建50公里健身步道
提档升级265个小区室外体育健身器材

困难群体
污水治理

燃气改造

厕所革命 全民阅读

体育惠民

制图：高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