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瑶海区位于安徽省合肥市主

城区东部，是当地的老工业区。辖

区内共有住宅小区 560 个，其中老

旧小区 314 个。这些老旧小区以厂

矿企业生活区为主，大多数建于上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居住环境

较差，群众要求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的意愿比较强烈。

截至 2019 年，瑶海区共改造老

旧小区 154 个，总建筑面积 467.09
万平方米、1552 栋楼、65126 户，惠

及 20 万 余 人 。 2020 年 ，该 区 又 启

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 12 个，总建

筑 面 积 58.8 万 平 方 米 、165 栋 楼 、

6390 户。

为了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

瑶海区通过探索创新，建立了老旧

小区长效管理机制，由政府兜底，

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如今

的瑶海区，在多举措治理之下，旧

貌换新颜。

物业进小区
服务兜住底

走进和平苑小区，小区内花花

草草、路面楼道收拾得井井有条、

清清爽爽。但几年前，和平苑小区

还因为治理难度大，被原物业代管

公司视为“老大难”小区。

“和平苑小区共有 316 户居民，

规模不大。但原来的代管物业公

司没有好好管理，导致物业费收不

上来，管理不下去了。”和平路街道

物业办负责人回忆，和平苑小区于

2000 年建成，物业管理服务长时间

跟不上，居民需求得不到满足。

2013 年 7 月，和平苑小区被列

入瑶海区第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新的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后，注

重 从 居 民 想 法 出 发 ，满 足 群 众 需

求 ，居 民 满 意 率 连 续 几 年 达 到

95%。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一直是瑶

海区基层治理的难点、群众生活的

痛点。瑶海区立足区域整体，打破

原有“楼、院、社区”界限，按照服务

管理项目分类，对公共区域内的秩

序管理、卫生保洁、绿化养护、便民

服务等项目进行整合，实施片区化

物业管理。瑶海区国资公司建立

物管中心，对全区三无小区实施物

业兜底覆盖。截至目前，已对 34 个

小 区 、20 个 零 星 楼 栋 实 施 物 管 服

务，共计配备 113 名保安、57 名保

洁和 18 台车辆，受益居民达 3 万余

人；开展绿化修剪、公共设施设备

维修、义务水电维修、孤残人员上

门服务等近百次；开展全天候、全

覆盖巡逻 7318 人次。

“以前，垃圾清理不及时、楼道

杂物乱堆放是常有的事。现在有

了物业，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

环境干净了，楼道也整洁了，住起

来 感 觉 很 舒 心 。”居 民 程 翠 深 有

感触。

瑶海区对不同的老旧小区分

类施策，对改造后的老旧小区采取

适当补贴的方式，由属地引入物业

服务公司进行管理，逐步推向市场

化。通过近几年的管理，全部实施

市 场 化 管 理 后 ，政 府 不 再 进 行 补

贴。对产权单位失管脱管、物业服

务公司无意接管的开放式老工厂

区宿舍、未改造的老旧生活小区，

由区国资公司成立物业管理服务

中心分期、分批入驻小区，承担托

底功能。目前，正在以辖区三个街

道为试点开展相关工作。

各方都参与
会诊治难题

毕阿姨是砂轮新村的一名住

户。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毕阿姨家

里的卫生间一直存在污水返水问

题，经维修师傅疏通后，情况还是

没 有 改 善 。 无 奈 之 下 ，她 向 社 区

求助。

在接到毕阿姨家反馈的问题

后 ，考 虑 到 砂 轮 新 村 属 于 老 旧 小

区，繁昌路社区召开了物业管理会

议，实地调研，联动多方力量，还申

请了老旧小区维修资金。不仅为

毕阿姨解决了问题，还协商该栋楼

的 7 层住户，对楼内污水管进行了

整体改造。

毕阿姨家的问题得以顺利解

决，要归功于瑶海区探索建立的新

机制。这一机制主要包括收集、受

理、协商、反馈 4 个方面：收集即社

区网格员上门入户询问问题，社区

志愿服务队线上线下征集问题，物

业公司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开门接

访记录问题；受理即“谁主管、谁负

责”，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办理

事务，物业公司履职尽责；协商即

社区、物业和党群代表聚在一起，

就居民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展开

讨论，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反馈

即把能当面解决的个性化问题即

时反馈给当事人，把大伙普遍反映

的共性化问题予以公示。

瑶 海 区 定 期 开 展 由 社 区 、业

主、相关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诊，破

解 物 业 管 理 的 疑 难 杂 症 ，调 动 街

道、社区、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多

方 面 的 力 量 ，参 与 社 区 治 理 。 同

时，瑶海区还充分发挥社区议事会

的作用。在社区议事会中，党员代

表、群众代表、社区民警、物业管理

负责人等人员紧密联动，共同解决

问题。议事会建立问题处理情况

跟踪落实台账，并将每个议题的议

事结论、处理进展、结果反馈的情

况进行登记和公示。

多方来调解
矛盾快化解

近日，长淮社区网格员反馈，

辖区内金色地带小区地下车库存

在 违 法 建 筑 ，占 用 了 消 防 应 急 通

道，存在安全隐患。当即，长淮街

道平安建设部、城市管理部、长淮

社区、网格员联合前往现场了解情

况，并联系了该小区物业负责人。

随后，在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物

业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历时 5 个多

小时，成功将违建的 8 间房屋全部

清除。

“网格员为我们小区做了一件

大好事！以后社区工作我全力支

持你们。”金色地带小区的张大爷

热情地拉着网格员的手说。在瑶

海区，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

区。社区网格员不仅承担着信息

上传下达的职责，还是构建和谐邻

里关系的重要支点。

瑶海区积极创新矛盾化解方

式，充分挖掘群众自治力量，如：组

建“ 专 兼 结 合 ”的 网 格 治 理 队 伍 。

整合街道、社区人员力量下沉到一

线网格，设置网格长 596 名，专职网

格员 76 名，兼职网格员 290 名。实

行“1+4+N”模式，即“一长四员（网

格长+城管队员、社区民警、物业人

员、信息员）+社会力量”的工作格

局。大力开展“三官一律”进社区，

组织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和律

师深入一线开展活动，构建多元化

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成立“五老”

调解中心，从辖区居民中挑选威望

高、口碑好、热心肠、社会经验丰富

的“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

军人、老教师、老模范），聘请为“五

老”人民调解员，辅助社区法律顾

问解决矛盾、化解邻里纠纷，得到

居民群众的信任与认可。

2019 年 11 月 ，瑶 海 区 物 业 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并签

约专业律师进驻街道、社区，建立

物业纠纷联动三级调处机制。专

业法律顾问每周都有半天在社区

坐班。同时，建立居民法律咨询交

流微信群，线上线下及时为社区和

居民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

除此以外，瑶海区推进“互联

网 +社区”行动，建设社区服务管

理一体化融合平台，还搭建了“管

家 帮 ”便 民 服 务 平 台 ，组 建“ 管 家

帮 ”便 民 服 务 队 。 服 务 队 由 水 电

维 修 、管 道 疏 通 等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构 成 ，队 员 与 物 管 中 心 签 订 合 作

服 务 协 议 ，以 成 本 费 为 居 民 提 供

便 捷 服 务 ，进 一 步 提 升 居 民 的 幸

福感和满意度。

引入物业、各方共管、化解纠纷……合肥瑶海区建老旧小区长效管理机制——

服务用心 居民舒心
本报记者 韩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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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年来，安徽合肥
市瑶海区探索建立老
旧小区长效管理机制：
引入物业公司，服务兜
底 覆 盖 ，改 善 居 住 环
境；及时收集、受理居
民生活难题，各方参与
解 决 ；完 善 网 格 化 管
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化解纠纷。大家的日
子舒心了，幸福感和满
意度不断提升。

■一线探民生R

行善不是单纯的给
予，而是在帮助别人的同
时收获内心的丰盈

■民生观R

前不久，浙江海盐县慈善总会

又收到一笔匿名的捐款，数额达到

百万元。从 2015 年起，每年都会有

这样一笔捐款到账，目前已经累计

700 万元。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捐款人，也因此获得过很多公益类

奖项，却从不出席颁奖仪式。不少

媒体想采访，辗转联系都被婉拒。

乐善好施不留姓名，多年行善不图

回报，这样的行为让人感动。

同样令人感动的匿名行善者还

有不少。有的从 1999 年开始捐款，

目前已累计捐出超过 1000 万元；有

的连续捐款近 40 年，直到去世都没

有 透 露 过 自 己 的 身 份 …… 默 默 无

闻，奉献爱心，这些好心人的良善之

举，已经成为他们内心的一种自觉，

彰显着爱心无价，情义无价。

慈善的本质就是一种割舍不断

的人间真情与爱意，慈善的原则乃

是基于这种真情爱意的自觉自愿。

其实，对于这些匿名的行善者而言，

慈善很普通，就像“今天吃什么东

西、穿什么衣服”一样平常。资助贫

困儿童、扶助孤寡老人，已经成为他

们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有能力的时候常

做好事，没能力的时候常存好心，从能做的事开始践行

慈善，正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地方。

让我们把慈心善行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使之成

为自己的一种爱心表达、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生活方

式。慈善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大灾之时捐款捐物，更

在于生活里一件件小事上的善心善举。碰上老弱病残

群体扶一扶，遇到邻里纠纷劝一劝，看见路边垃圾捡一

捡，这些都是慈善。下雨天，为路人递上一把伞，为他

遮住风雨；黑夜里，为陌生人点起一盏灯，为他照亮前

路，这些也是慈善。只要用心付出，就能为爱注入一份

力量，让人感到温暖。

当慈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行善时，就不会

生出道德上的优越感，更不会苛求受助者有所回报；就

能认识到，行善不是单纯的给予，而是在帮助别人的同

时收获内心的丰盈。当慈善行为的发生自然而然，我

们的生活必定充满明亮的色彩。

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

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人人献出一点爱，越来越多的

“微慈善”更能彰显友善的核心价值观。积小善为大

善，社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温暖，越来越和谐。

把
慈
善
之
念
融
进
生
活
点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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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1月 19日电 （记者罗艾桦）当前正值广东梅

州金柚大量上市，由广州对口帮扶梅州指挥部等单位联合举

办的梅州金柚广州展销节，自 1 月 18 日至 2 月 8 日连续 20 多

天以“线上+线下”方式同步向广州市民推介梅州金柚。

2020 年，广州帮扶梅州设立消费扶贫专区 137 个、投放

消费扶贫专柜 50 台、建设特色消费扶贫专馆 22 个，建立电

商网点 288 个、消费扶贫专业网站 119 个、网络销售专区

147 个，销售扶贫农产品价值 43 亿元，其中销往广州的 12
亿元，带动农户 28 万人，其中贫困户 5.6 万人。

广州助力帮扶地区农产品销售

北京市昌平区，有两个超大型居住区：回龙观、天通苑，

常住人口有 80 多万。作为连接家庭和社区的关键一环，楼

门院在社区治理中有着重要作用。2020 年，昌平区加强楼

门文化建设，制定居民公约，带动居民共同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新格局。目前，昌平区已建成楼门院治理示范

点 50 个，涉及 18 个镇（街）50 个社区。

白墙红花、盆景绿植、书画挂件。“这儿就像自家客厅一

样，舒坦！”走出电梯，看着干净整洁的楼道，72 岁的李进笑

容满面。可从前，她没少动过搬家的念头。为啥？楼里脏

乱差！变化，源于楼门文化建设。

李进住在昌平区天通北苑第二社区 1 号楼 1 单元。对

于楼里的变化，楼门长张淑芹也深有同感。从天通北苑第

二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建荣那儿得知要营造楼门文化，张淑

芹脱口而出：“每层楼像一座四合院，16 层摞起来，不就是

‘立体四合院’嘛！”

一个多月里，张淑芹一一走访了 93 户居民。不久，“立

体四合院”立项申请书在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上通过。298
位居民纷纷行动起来，粉刷楼道墙面、安装宣传橱窗、清理

垃圾小广告，干得热火朝天。大家还把各式各样的装饰品

和盆栽拿了出来，利用楼道公共空间打造楼门文化，每个楼

层有不同的主题。走进楼门，墙上“立体四合院”5 个字十

分醒目；2 层是儿童园地，楼道里挂上了小朋友的画作；12
层以党建为主题，张淑芹和同层的 9 名党员不出楼门就能

聚在一起学习交流……

楼道要建好更要管好。16 个楼层推选出各自的层长，

并制定了环境、治安、卫生值日表。家住 1 层的张淑云打扫

卫生格外细心，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进了楼道就像进了

家，谁都希望家里干干净净的。”

环境美了，人心近了。“‘立体四合院’实现了居民共建

共治共享，环境变美了，邻里关系密切了。”韩建荣说，下一

步，社区计划再打造 10 座“立体四合院”。

北京昌平营造楼门文化推进共建共享

环境美了 人心近了
本报记者 施 芳

本版责编：商 旸 许丹旸 徐 阳

2016 年以来，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对 3.1 万名边远贫困群众实行优先搬迁，目前已全部完成。同时，扎实推进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等工作，让搬迁群众过上好日子。

图为印江坪兴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全景。 左禹华摄（影像中国）
搬进新居 走向幸福

机器轰鸣，尘土飞扬，一辆辆救

护车现场待命——1月 19日上午，记

者走进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现

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救援指挥部人员介绍，现已调

整为“3+1”总体救援方案。“3”即生

命维护监测通道（1 号和 3 号钻孔）、

生命救援通道（井筒和 10 号钻孔）、

排 水 保 障 通 道（7 号 和 8 号 钻 孔）；

“1”即辅助探测通道（4 号、6 号和 9
号 钻 孔）。 救 援 现 场 共 有 10 个 钻

孔 ，其 中 2 号 钻 孔 因 遇 破 碎 带 卡

钻、 5 号钻孔因偏离 7.3 米无法纠

偏，均已废弃。

截至 1 月 19 日 12 时，1 号钻孔

持续探测，暂无信息；3 号钻孔保持

联络畅通，给养输送；10 号钻孔作

为救援逃生通道，正在平整场地，争

取尽快开钻；7 号钻孔进尺 28 米，8
号钻孔设计放点完成，等待平整场

地；4 号钻孔进尺 555 米，6 号钻孔进

尺 480 米，9 号钻孔进尺 9 米，用于

搜寻失联人员。

记者从风井清障组了解到：当

前，井筒清障存在较大困难，在距井

口 350 米处遇到严重堵点，井筒内

施工空间窄、吊笼断面小，清障施工

难度极大。下一步，救援队将着力

提升井筒清障速度。

1 月 18 日晚，“五中段”井下被

困矿工通过电话反映，想吃咸菜、小

米粥、火腿肠等食品。一个普通的

愿望，正是生命的渴望，救援行动马

不停蹄，再度加紧步伐。19 日 9 时 2
分，救援组投放营养液 55 瓶、小米

粥 13 瓶、益生菌 1 瓶、温度计 1 支，

同时投送了保温毯、留言纸和湿巾

等物品。

1月 19日 18时许，救援组在通话

中了解到，部分被困矿工通过补充给

养身体状况改善。“五中段”11名被困

矿工中，8 人身体状况良好，2 人有轻

度不适，1 人因在爆炸中头部受到冲

击，伤势危重，目前处于昏迷状态。

据反映，“六中段”的一名被困矿工也

有伤情，具体情况尚不明确。

争分夺秒，火速集结！据了解，

现场共有 16 支专业救援队伍和 1 支

消防救援队伍，救援人员 589 人，救

援装备 388 台套。25 辆救护车、80
余名救护人员随时待命。事故现场

集结了心理、营养、骨科、创伤、神经

外科等多方面医疗专家。目前国家

卫生健康委派出的专家组已抵达现

场。经与现场医疗救治组会商，对

危重矿工，医疗专家组已向其工友

传授救援知识，并叮嘱对其加强看

护救助，及时反馈信息给医疗专家

研判治疗。

下一步，专家组将对医疗救助方

案优化调整，详细了解每名被困矿工

身体状况，建立单独健康档案，加强

治疗与营养，提高身体康复针对性。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救援紧张进行

部分被困矿工补充给养身体状况改善
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已抵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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