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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教安发〔2024〕9 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系统

人民建议专题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高校，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认真落实市委六届五次全会部

署，畅通人民建议渠道，进一步做好全市教育系统人民建议征集

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

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

政府工作要求，将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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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定期研究部署，明确工作机构，

落实工作力量，健全制度机制，广泛汇聚市民智慧，认真挖掘市

民“金点子”，积极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在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重庆篇章中贡献更大力量，全力推动总书记殷殷嘱托在重

庆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畅通渠道

各单位要组织发动广大市民和人民建议信息员，搭建听取社

情民意、征集人民建议的渠道和平台，结合本单位重点工作，重

点从完善政策措施、健全机制制度、提升工作效能等方面提出好

建议、贡献“金点子”。推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进学校，广泛汇

聚群众智慧，用以辅助决策、指导实践、推进工作。领导干部要

结合接访下访、群众工作日活动、调查研究、阅办重要建议等，

下沉一线、走近群众，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广泛听取群众建议意

见。

三、认真办理

对市民提出的建议意见，各单位应当认真研究论证，对科学

合理、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应当采纳或者部分采纳，并在收到后

15 日内向建议人回复办理情况。对建议意见不予采纳的，应当说

明理由，做好沟通解释；对采纳或者部分采纳的，应当告知吸纳

办理情况，并跟进做好转化落地工作。对具有重要价值的建议意

见，要及时呈报本单位负责人阅办，也可向上一级主管部门和信

访部门推荐，推动“好建议”转化为推进工作、完善政策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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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

四、积极参与

各单位要积极组织参与人民建议专题征集活动，及时推荐“好

建议”。

（一）2024 年征集主题

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

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大战略定位，以及对重庆提出

的“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大力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四项重大任务，聚焦市委六届五次全会部署的打造“六

个区”目标任务，确定 2024 年人民建议专题征集主题为：开启新

篇章 重庆向未来。主要围绕“产业发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超大城市治理、城乡融合、绿色生态、区域协同”等七个方面内

容，组织开展人民建议专题征集活动。

（二）组织实施

1.启动阶段（2024 年 7 月中旬）。

明确目标任务、主要措施和工作要求，发布专题征集活动主

题并开展宣传，提高活动互动水平，增加市民参与度。

2.实施阶段（2024 年 7 月至 11月）。

开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线上线下征集活动，同时组织设立一

批人民建议征集联系点，选聘一批人民建议信息员。进一步畅通

网上网下社情民意渠道，广泛发动市民、人民建议信息员围绕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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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主题和设置议题，开展调查研究，汇集社情民意，认真撰写建

议。相关单位要做好建议办理和建议运用工作。

3.总结提升（2024 年 12 月）。

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信访办及时梳理总结人民建议专题征集

活动情况，宣传推介有关区县、部门和单位的工作成效和经验做

法，并持续跟踪人民建议办理、采纳情况和效果。

（三）报送渠道

所提建议意见可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信访投诉”、市信访

办公众信息网“人民建议”等网上渠道投递，书面建议意见寄至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 214号（重庆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四）工作要求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发动单位教职工积极

参与、建言献策，围绕征集主题，坚持建议正确导向，积极提出

高质量建议。进一步发挥人民建议信息员优势和作用，为本单位

“重庆市人民建议信息员”提供相关指导服务，适时提供建议选

题，开展定向征集，汇集一批针对性强、转化价值高的人民建议。

联系人及电话：张春江、王成才、苏璇，63628901。

附件：2024 年人民建议专题征集参考议题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24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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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年人民建议专题征集参考议题

一、产业发展

1﹒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全面增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整体能级。

3﹒扎实推动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4﹒促进“416”科技创新布局量质提升。

5﹒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扩大开放

6﹒打造内陆开放国际合作引领区。

7﹒发挥重庆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作用，加快构建通

道、物流、产业融合互促高质高效发展新机制。

8﹒探索陆上贸易新规则体系。

9﹒紧盯向西向南开放打造标志性开放成果。

10﹒加快建设创新引领的制度型开放枢纽、链接全球的门户型

交通枢纽、陆海并济的综合物流枢纽、双向开放的国际经贸枢纽、

内外联动的产业链供应链枢纽、高能聚合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枢纽、

绿色高效的新型能源算力枢纽、高端资源要素配置枢纽、开放多元

的国际交往枢纽“九大关键枢纽”。

三、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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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区。

12﹒坚持数字重庆建设和重点领域改革“双轮驱动”。

13﹒“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

14﹒培育壮大民营经济。

四、超大城市治理

15﹒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

16﹒以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为抓手全面贯通“市—

区县—镇街”治理体系。

17﹒构建完善超大城市治理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工作体系、

评价体系和实战能力。

18﹒打造引领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市域范例。

19﹒数字赋能创新探索“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

制。

五、城乡融合

20﹒打造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

21﹒以主城都市区为龙头、以区县城和中心镇为重要载体全面

推进新型城镇化。

22﹒精准发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

聚、城镇发展、乡村振兴的制度机制和政策体系。

六、绿色生态

23﹒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

24﹒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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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6﹒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27﹒深入实施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28﹒永保一江碧水向东流，维护长江生态安全。

七、区域协同

29﹒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30﹒创新川渝合作机制。

31﹒建设重要产业备份基地。

32﹒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

33﹒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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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7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