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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脱贫户——

稳定增收防返贫

还没到过年，重庆奉节县新民

镇北庄村陈雨龙家的客人却来了好

几拨。帮扶干部郑艳是陈雨龙家的

常客，但最近郑艳去的那天，陈雨龙

却不在家。她立马改道去了镇上少

儿艺术培训中心，见到忙得不可开

交的陈雨龙，开口就问：“今年挣的

钱够不够用？过年有没有难处？”

“郑姐您放心吧，我刚算了算

账，到手还有 3 万多元，今年能过个

好 年 。”陈 雨 龙 说 起 这 话 ，眼 带 笑

意 。 陈 雨 龙 是 重 庆 姑 娘 ，今 年 24
岁。2017 年，母亲病重，父亲也因

慢性病需要天天服药，陈雨龙不得

不辞去工作回家照料两位老人。

“收入归零，开销猛增，一年要

跑无数次医院，医药费、生活费都

压在我头上。”陈雨龙说，生活的压

力陡增，但她告诉自己要撑住，自

己撑不住，这个家就完了。

当地扶贫干部为陈雨龙家用

足了政策：每年医保可报销 10 万余

元，医疗救助也落实了 3.6 万余元，

父亲被纳入低保，每月有 390 元保

障基本生活。

“因病致贫，年轻的陈雨龙却没

被压垮，一直想着要靠勤劳脱贫。”

郑艳说，后来她稍微能腾出点手来，

给自己打电话，说想办个少儿艺术

培训中心。对这个坚强的小妹妹，

郑艳由衷地佩服，也尽心尽力帮忙

咨询证照办理的事宜，还帮忙申请

落实了 5万元小额贴息扶贫贷款。

“去年 11 月份，陈雨龙主动申

请脱了贫。”郑艳说，“她说压力还是

大，学生已经有 120 多人，家庭的压

力变成了工作的压力。但看着她嘴

角有了笑意，我觉得她心里甜。”

年前这几天，新民镇上的干部

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也对所有脱

贫户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走访。“我们

不是单纯送点米面油，而是带着问

题和政策去入户。一问‘两不愁三

保障’有没有薄弱点，能不能过好

年。二问岗位收入稳不稳，来年存

不存在返贫风险。不仅问，还要看，

看冰箱看衣柜；而且还要算，一笔收

入、一笔支出地算，避免出现虚高的

脱贫账。”新民镇副镇长陈小琴说，

“从走访情况看，‘两不愁三保障’已

经都有保障了，家家户户都在筹备

这个喜庆的新年。最重要的是，增

收渠道和务工岗位也都基本稳定。”

关爱困难老人——

置办年货做家务

2 月 5 日 一 大 早 ，河 南 太 康

县 逊 母 口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高 海 龙

和 县 民 政 局 的 几 名 帮 扶 人 员 就

敲 开 了 67 岁 老 人 程 维 贤 的 家

门 。 今 天 ，他 们 带 着 米 面 油 和 新

被 褥 ，还 有 慰 问 金 ，专 门 来 为 老

人 送 年 货 。

“高书记来了……”一听声音，

程维贤老人就猜到了是谁。“这些

年，俺和老伴儿有病，镇里和县民

政局可没少帮俺，又送钱又送物。”

看到大伙儿，程维贤老人的脸上挂

满笑容。

程维贤老人家住逊母口镇程

楼村，和老伴儿陈爱梅育有 3 个女

儿。 23 年前，弟弟去世后，他把 3
个侄子也收养了。让他感到欣慰

的是，侄子们都很争气，两个考上

了 大 学 ，其 中 一 个 还 考 上 了 研

究生。

不料，病魔却突然降临这个家

庭。2017 年，程维贤老人患上了尿

毒症。随后，老伴陈爱梅又做了膝

关节置换手术，一家人的生活陷入

困境。县民政局随即把程维贤老

人纳入帮扶对象。镇里也成立志

愿服务队，定期上门探望，干农活、

洗衣服、为老人买药、带着老人去

医院做透析……3 年来，只要程维

贤和老伴有需求，志愿服务队的帮

扶都风雨无阻。“没有党和政府，就

没有俺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回忆

起 这 些 ，程 维 贤 老 人 眼 里 噙 满

泪水。

放下东西，高海龙几人就忙活

开了：扫地、铺床叠被、陪老人唠家

常 、询 问 老 人 身 体 状 况 。 整 个 上

午，欢笑声不时从程维贤老人家里

传出。

交 谈 中 ，程 维 贤 老 人 了 解 到

当 前 的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他 马 上 拿

出 手 机 ，拨 通 了 3 个 侄 子 的 电 话

下达“命令”：“你们 3 个安心在那

儿 过 年 吧 。 家 里 的 年 货 镇 里 和

县 民 政 局 都 给 咱 置 办 齐 了 ，啥 也

不 愁 。 想 我 们 了 ，就 打 个 视 频 电

话。”

今年 1 月中旬以来，太康县开

展了一系列关爱行动，及时足额向

乡镇下拨了临时救助金，将监护缺

失的困难老人和暂时生活困难的

群 众 ，及 时 纳 入 社 会 救 助 保 障 范

围 。 同 时 ，县 民 政 局 还 为 全 县

3.7 万多名 8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了

米、油等过年慰问品。

与此同时，大家也积极配合防

疫 工 作 。 据 统 计 ，逊 母 口 镇 已 有

120 多名老人劝说自己在外务工的

子女留在工作地过年。老人们都

说，“想儿孙了，就开视频看看。等

春暖花开再和他们团圆！”

慰问残疾人——

送衣送物送康复

春城小年，阳光明媚。眼看邻

居们忙进忙出购置年货，张萍有点

开心不起来：自己所住的社区在昆

明城郊，有些年货得专门进城买，

往返一趟不方便；自己年纪大了腿

脚不便，搬米搬油，已经感觉吃力；

更何况，儿子因为车祸受伤，被鉴

定 为 残 疾 人 ，自 己 哪 敢 长 时 间

离开？

“叮咚——”，门铃声打断了张

萍的思绪。

站在门口的，是 3 位老熟人，手

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昆明市官

渡区金马街道副主任张政强、社会

建设办公室主任钱洪娇和建工社

区党委书记江海榕。

“主任、书记，怎么又来了？”前

不久因为儿子的事才找过社区，张

萍 没 想 到 街 道 、社 区 这 么 快 又

上门。

“这不快过年了吗，社区给你

和你儿子送年货来啦！”一边说着，

江 海 榕 一 边 把 米 和 油 送 进 了 客

厅。家里热闹，儿子也跟着手舞足

蹈，“谢谢你们来看我”，平常只能

说出几个字，今天儿子说出了一整

句话。

其实不但有米和油，其他过年

“装备”也一样不落。张政强帮忙

撕掉满是灰尘的对联，贴上一副新

对联；钱洪娇把红彤彤的大灯笼、

中 国 结 挂 在 客 厅 ；知 道 家 中 有 小

孩，金马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志红特

意 买 了 新 衣 服 让 社 区 干 部 带 过

来。“感谢党委政府年年牵挂，社区

上门，年货到家了！”张萍看着孩子

试穿新衣，心里的高兴劲儿全写在

了脸上。

街道社区年底走访慰问的残

疾人，还有很多。建工社区 81 户残

疾人家庭，江海榕那儿都有台账：

子女入学情况登记表、住房情况登

记表、就业情况登记表都有记录。

逢 年 过 节 慰 问 时 ，不 但 送 上 慰 问

金，还能结合每家实际情况，送上

他们可能需要的康复器具、轮椅、

衣物，更精准地提供服务。而在平

时，社区的网格员也会时不时上门

问候，动态了解持证残疾人的日常

需求。

“张阿姨，您还缺啥？我们给

您送来！”江海榕问道。张萍立马

摇 头 ：“ 过 春 节 送 年 货 、给 我 儿 子

做 康 复 、我 去 照 顾 公 婆 时 你 们 帮

我照顾儿子……社区送的温暖够

多了！”

江 海 榕 不 放 心 ，又 叮 嘱 张 萍

“ 有 什 么 需 要 随 时 说 ”。 张 萍 说 ：

“ 大 致 够 了 ，要 是 缺 啥 ，我 就 去 咱

们 社 区 的‘ 爱 心 超 市 ’再 找 找 ，那

里 东 西 便 宜 。”原 来 ，为 了 帮 助 残

疾人特困家庭、困难居民、低保家

庭 等 群 体 ，金 马 街 道 建 立 了 面 向

13 个 社 区 的“ 爱 心 超 市 ”，每 到 传

统 节 日 ，超 市 不 但 拿 出 一 部 分 商

品 打 折 出 售 ，还 会 免 费 发 放 相 应

节 日 的 物 品 ，让 大 家 深 深 感 受 到

来自大家庭的关爱。

进家门、探实情、解难题，各地关爱生活困难群众——

摸清需求，帮扶做细做优
本报记者 蒋云龙 毕京津 杨文明

■送温暖 过新年（下）R

核心阅读

春节将至，各地走
访生活困难群众，根据
大家的实际需求，提供
精准帮扶。对脱贫户，
摸清薄弱点、稳定促增
收，消除返贫风险；对
困难老人，用好用足政
策，兜底基本生活；对
残疾人，动态了解阶段
性需要，送衣送物、照
顾生活、帮助康复。

当传递爱心与关心
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将会
变得更加温暖，每个人将
能得到更多善待

■民生观R

最近，西安摄影师田斌走红网

络。几个月前，他开始走街串巷，在

城市的各个角落拍摄一线劳动者的

工作照，并将照片打印出来，装进相

框里送给被拍摄者。他将过程拍成

一段段短视频，传到快手上，获得了

许多网友的关注与点赞。

大伙儿都说，劳动者的状态拍

得真实动人，田斌的行为让人倍感

温暖。

照片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聚焦

的是诸多一线工作者。城市由千千

万万的普通劳动者组成，大家的辛

勤工作让城市更美好。修鞋摊边细

心缝补鞋子的大爷、医院入口耐心

测量体温的护士、在马路上忙碌与

坚守的交警……这些生活中看似平

平常常的场景，被田斌的镜头记录

并发布出来后，大家又一次感受到

了劳动者的美丽。

更难得的是，他还在用自己力

所能及的方式，为普通劳动者送上

关爱。不光是赠送照片，更有点滴的关心：和街头理发

的大爷唠唠家常、帮衬小吃摊摊主的生意、为等餐时在

店里睡着了的送餐员买一杯奶茶……这些微小的举

动，涌动着脉脉温情。来自陌生人的关心，能拉近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温暖被关怀者的内心，也让城市更有人

情味。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

渴望被他人温柔以待。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

手、出份力，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加温暖。寒冬里，不

少爱心商家给环卫工人送棉衣手套，或者备上一碗碗

热姜茶；春运途中，许多志愿者在车站值守，帮助不会

网络购票或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当传递爱心与关

心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将会变得更加温暖，每个人将能

得到更多善待。

田斌的视频走红也说明，真正触动人心的永远是

真、善、美的人与事。真善美就蕴藏在平凡生活中，需

要我们善于发现、用心记录。真善美传播开来，就像点

燃一支支火把，形成一片片光明。更多的人看见了，加

入进来，就能让光明覆盖的范围更广，让温暖延续的时

间更长。

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吧，热诚关爱他人，多做扶贫济

困、扶弱助残的实事好事，以实际行动，让社会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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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山 东 临 沂 ，有 一 支 志 愿 服 务

团，一对一精准帮扶困难儿童，把物

质解困和精神陪伴结合起来，让孩子

们在关爱中健康成长。

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临沂

市关工委调研发现，失去双亲或单亲

的孩子，由爷爷奶奶抚养的孩子以及

特殊原因形成的事实孤儿，急需各方

救助。调研还发现，不少爱心热心人

士单枪匹马救助困难儿童能力有限，

帮扶力量拧不成一股绳。

基于此，2018 年 4 月，临沂市关工

委困难儿童志愿者服务团成立。公

务员、教育工作者、医护人员、个体经

营户以及“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

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多个群体的

热心人纷纷加入。自成立以来至今，

临沂市 12 个县（区）、156 个乡镇（街

道）全部成立了困难儿童志愿者服务

团分团，形成了市、县（区）、乡镇（街

道）全覆盖的三级帮扶工作网络。

服务团成立后，组织上千名志愿

者深入全市 9494 个村庄进行了地毯

式摸排，对 15 岁以下孤儿、事实孤儿、

单亲父母无劳动能力、父母残疾无经

济来源、贫困家庭的儿童，逐个进行

全面走访。以此为基础，建立帮扶信

息库，精准确定帮扶对象。据服务团

团长徐军介绍，截至目前，共计走访

11 万多人次，共摸排出 5317 名符合帮

扶条件的困难儿童。

临沂市委书记王安德表示，关爱

帮扶困难儿童，不是单纯地给钱给物就可以，更重要的是给予

他们长期的关爱、陪伴和正确的引导，把扶贫、扶心、扶志、扶

技等结合起来，一帮到底。

志愿者与很多困难儿童实现了“一对一”结对，组成“临时

家庭”。根据困难儿童的实际需求，服务团对他们实施以心灵

关怀和精神陪伴为主，扶贫、扶心、扶志、扶技相结合的精准长

效帮扶模式，确保他们在爱的氛围中健康成长成才。扶贫重

在对生活极度困难的孤儿及其家庭实施物质帮扶，改变其生

活匮乏状况。扶心重在通过心理辅导、情感抚慰、爱心感化、

思想引导等，真正把孩子的心暖起来。扶志是通过举办各种

学习、训练活动，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把积极向上的

志气提起来。扶技重在通过对接爱心学校和教师志愿者，让

他们掌握技术、技能，把融入社会的技能备起来。

“我们把好志愿者入口关，加强团队建设，保证进来的

志愿者能够真正帮助困难儿童。”徐军说。据介绍，服务团

制定了严格的志愿者招募流程，通过个人申报、资质审核、

签署协议、登记造册等程序，吸纳具备丰富帮扶经验的社会

爱心人士加入。

“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大，我们还坚持学习型团队建设。”徐

军说，服务团坚持开展每周 4 天、每天 2 小时以上的线上学习，

举办了 400 余场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美满家庭为

主要内容的线下学习会。同时，加强对志愿者关于心理辅导

知识的培训，同时组建教师志愿者团队，提供教学咨询和学习

辅导。志愿者还持续不断地学习政策精神、传统文化以及儿

童教育等各种知识，提升帮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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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8日电 （记者易舒冉）记者近日从中华

全国总工会了解到：2020 年，全总积极参与根治欠薪冬季

攻坚行动，建立工会系统欠薪报告和舆情欠薪案件反馈督

办机制，推动 21 个重点欠薪案件解决，协同相关部门为

32.48 万职工追回被拖欠工资 35.08 亿元。

据了解，在促进职工权益的保障和实现方面，2020 年

全总还实施了“阳光就业暖心行动”，实现对建档困难职工

家庭应届高校毕业生 2.2 万人就业服务全覆盖。促进家政

服务业提质扩容，支持和引导各地工会培训家庭服务从业

人员 30.3 万人次。搭建“工会就业服务号”等全国工会就业

服务网上平台，累计提供岗位 127 万个。

全国总工会协同相关部门
追回被拖欠工资35.08亿元

本报南宁 2月 8日电 （记者张云河）近年来，广西推进

城镇困难群众脱困解困工作向纵深发展，将城镇困难群众

纳入基本生活、基本医疗、教育救助、基本住房安全、就业创

业、社会保险“六条保障线”和临时救助、社会资源帮扶“两

个全覆盖”救助帮扶范围。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广西全

区经过识别认定的 32.9 万城镇困难群众，全部落实了“六保

障、两覆盖”政策。

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民政部门提高城镇低保、特

困、孤儿、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补助标准。2020 年，广西民

政部门支出城镇低保、特困资金 18.65 亿元，惠及城镇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 36.2 万人。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去年，广西

累计支出参保资金 5.43 亿元，资助城乡困难群众 324.44 万

人。教育救助方面，2019 年秋季学期以来，广西累计资助

城 镇 困 难 群 众 家 庭 子 女 11.05 万 人 次 ，发 放 各 类 资 助 金

9689.3 万元。

广西多举措关爱城镇困难群众

本报珠海 2月 8日电 （记者贺林平）在广东珠海，群众

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将有专门渠道跟进解决。近日，珠

海在全市启动“民生微实事”工程，首年安排 3 亿元资金，畅

通民生福祉的“最后一公里”。

“民生微实事”是指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贴近群

众、贴近生活，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小项目，主要集中

在完善村居文体设施、加强人文关怀、强化村居安防、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体现科技惠民、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村

居绿化品质等方面。一般来说，单个服务类、货物类项目的

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单个工程类项目的金额不超过 50 万

元。为保障项目实施，珠海市委成立“民生微实事”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统筹全市项目的组织实施；明确市、区、镇、村

四级责任，区级强化经费保障，各镇（街）、村（社区）作为实

施主体。

珠海启动“民生微实事”工程

本版责编：商 旸 许丹旸 周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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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各地铁路部门不断优化服务，做好

道路养护，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山西大同铁警推出一系列措施，积极主动服

务旅客。在车站等场所开展防电信诈骗等宣传走

访活动，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

在京沪线淮河铁路桥上，蚌埠工务段蚌埠桥

梁车间职工们穿梭忙碌，对铁路桥进行护理保

养。春运期间客流量大，京沪铁路客车开行密度

增加，桥涵安全养护任务加重。职工们严格遵守

养护程序，守卫着铁路的平安畅通。

上图：大同铁警热心帮助乘车旅客。

翟媛媛摄（人民视觉）

左图：蚌埠工务段职工检查养护铁路桥。

金 辰摄（人民视觉）

安全春运路

我们来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