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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附近有好几只流浪犬，小孩老人

出门担心得很”“隔壁邻居的狗一到晚上就

叫个不停，影响一家人休息”“遛大型犬不

佩戴绳套，好危险”……

前段时间，我市公安机关陆续接到九

龙坡区、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大渡口区

市民有关犬只扰民的信访投诉，其中以流

浪犬扰民、居民遛犬不牵绳等问题最为突

出。辖区派出所采取文明劝导、清理登记

犬只、合力捕收流浪犬等措施后，这4个区

域的涉犬信访投诉同比下降了15%以上。

解决犬只扰民的单个问题容易，但此

类问题量大面广、容易反复出现，治本困

难，更消耗宝贵的基层管理力量。

如何为犬只扰民寻一条治本之策？深

挖问题的根源不难发现，涉犬管理环节除

了养犬登记，还有卫生防疫、流浪犬收容

等，涉及公安、城管、卫生、畜牧等多个部门

以及属地街镇及物管等单位，要想把涉犬

的全量问题都纳入治理，依靠传统的治理

思维和手段难以实现。

从今年上半年起，犬只扰民问题被纳

入“八张问题清单”，在全市范围内推动闭

环治理。在清单机制的运行推动下，同类

问题第一时间在全市范围内拉网排查，公

安机关以赛马比拼、晾晒激励等方式迅速

推动。同时联动相关部门和单位，在“警快

办”“渝快办”等平台建设完善养犬管理信

息系统，实现养犬登记“一网通办”，谋划推

动“养犬服务管理”一件事。

针对犬只收容场所能力不足，在问题清

单机制的推动下，25个区县以自建或购买服

务方式建设了犬只收容留检场所，促成全市

流浪犬收容能力大幅提升。为实现犬只管

理闭环，农业农村部门还在重点区县建立了

区域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设立300

余个收贮点，对犬尸进行无害化处理。

在前期配合的基础上，由市公安局牵

头，市住建委等13个成员单位组成了重庆

市养犬管理工作联系机制，明确了依法规

范养犬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梳理了养犬

管理的具体目标任务，进一步巩固了多跨

协同，提升治理的效果。

解决犬只扰民是“八张问题清单”机制

推动问题解决的成果之一。据了解，今年

以来，重庆积极推动一批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老大难”问题、涉及多部门难以形成

治理合力的疑难复杂问题等，进入“八张问

题清单”机制整改推动。解决问题过程中，

通过清单运行压实各部门各区县整改责

任，实现问题归集、入库、整改、销号、评价

全链条闭环管控。截至目前，“八张问题清

单”全量问题，整改率超过95%；累计发布

清单问题3万余个，完成整改2.29万个，整

改率74.59%，累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73.8

万件，基层化解率超过99%。

全量问题闭环有效整改，牵引推动了

全市域的治理成效。据介绍，全市安全生

产亡人事故起数、火灾事故起数、信访件

次、治安警情、刑事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4.6%、45.8%、32.5%、3.8%、44.8%，一大

批“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初步实

现了以党建统领问题解决、以问题解决促

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良性循环。

多跨协同 赛马比拼 闭环管控

“八张问题清单”有效破解群众“老大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先明 张 珺 实习生 程俊豪

重庆日报讯（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李奕霏）8月3日，记者从市

卫生健康委获悉，自2021年在全国率先创

新实行“潮汐式”医疗援助以来，重庆已累

计派遣市、区两级医疗专家430名深入部

分景区，诊疗病人13万余人次，有效解决

景区医疗机构因避暑群众猛增带来的医疗

资源不足问题。

每逢夏季，石柱黄水、武隆仙女山等景

区就会迎来大批避暑人群，“一老一小”居

多。以距离石柱县城60公里的黄水镇卫

生院为例，该机构所在辖区常住人口不足

1万人，但每年暑期，会激增至30万人左

右，而该卫生院只有50余名医护人员，无

法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

“我们借鉴潮汐的周期性变化原理，在

全国率先创新提出了‘潮汐式’医疗援助机

制。”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潘建波介绍，“潮

汐式”医疗援助机制，即根据景区人流的变

化，精准调整医疗资源配置，在寒暑假期等

景区人流量大的时期，向景区医疗卫生机

构增派医疗卫生资源，在人流量小的时期

撤回。

今年是“潮汐式”医疗援助的第4年。

7月1日起，我市再次从市人民医院、市中

医院、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等医院，选派62

名医生援助黄水、仙女山、四面山等地的基

层医疗机构。下一步，我市还将继续在更

多景区逐步扩大“潮汐式”医疗援助的覆盖

面，并将援助时间从暑期逐步扩大至寒假、

春节等高峰节假日，满足群众多元化医疗

需求。

满足避暑群众就医需求

重庆首创“潮汐式”医疗援助

8月11日，黔江区中塘镇兴泉社区脆红李基地，农民主播正通过直播方式销售脆红李。

时下，当地脆红李相继成熟。一个个直播团队来到果园，现场展示脆红李的美味可口与种植基地优

良的生态环境，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近年来，黔江区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优势，引导各乡镇发展脆红李规模种植，带动成千上万农户增收。

目前，该区脆红李种植面积已达6万多亩，成为全区最大特色水果产业。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杨 敏/视觉重庆

据《重庆日报》

黔江区

直播带货给力 脆红李畅销各地

重庆日报讯（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

元）8月10日，记者从市经济信息委获悉，入夏

以来我市已度过两轮高温天气，统调电网最高

负荷三创新高，我市电力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电

力供应保持平稳有序。目前全市抽水蓄能、储

能、风光装机容量已新增超过300万千瓦，“水、

风、光”清洁能源发电量突破130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33.7%。截至8月8日，全市主力电厂燃

煤库存达到521万吨，可支持燃煤发电企业满

负荷使用43天。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迎峰度夏

电力保供，市级相关部门和各个发供电企业成

立全市电力电煤保供工作专班，全力抓好电力

运行调度、电煤保障、重点电源项目建设、电力

设施安全等各项重点工作。

在电力运行调度方面，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动态优化市内风光水、外购电、燃气、燃煤、储能

项目发电调度顺序，加强与四川、贵州在联合调

度上的协同合作，优化水库调度运行，提升主力

水电站顶峰能力，在高峰时段通过阶段性提高彭

水、草街等主力水电站水位，提升发电能力约15

万千瓦。同时，推动地方电网、企业自备电厂协

同顶峰保供，可为电网增加供应能力约69万千

瓦。

在电煤供应保障方面，我市进一步深化同

陕晋疆黔等煤炭主产区协同合作，在今年新签

订的电煤中长期合同首次实现燃煤机组用煤全

覆盖。同时持续强化与陕煤集团、晋能控股等

重点供煤企业沟通，确保长协煤足额序时履

约。截至8月8日，全市主力燃煤电厂已累计进

煤1851万吨，可发电430亿千瓦时。

在度夏重点电源项目建设方面，目前我市

陆续新增投运永川天泰热力燃机、盘龙抽水蓄

能和石柱金彰、西永综保等项目，市内电源供应

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全市发电装机规

模达到3338万千瓦，其中统调机组达到2786

万千瓦。

在外购电入渝方面，截至目前，我市已达成

协议的本年度外购电约320亿千瓦时，其中今

年度夏期间（6—9月）外购电量131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22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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