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慰问低保家庭——

购买物资 发放补贴

农历腊月十八，记者来到天津

市河西区友谊街道谊城公寓社区，

居民张玲敏（化名）家门框上张贴

的崭新春联格外醒目：上联：事事

如意大吉祥；下联：家家顺心永安

康；横批：四季兴隆。

“街道干部关怀我们，前几天

刚 送 来 春 联 ，祝 福 我 们 家 越 来 越

好。”张玲敏笑着说。过去几年，张

玲敏的生活并非“事事如意”：虽然

今年刚到 40 岁，但已做过 3 次大型

手术，作为单身母亲，一人拉扯上

初中的儿子，儿子也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张玲敏本就没有稳定的工

作 ，又 因 看 病 花 光 了 家 中 所 有 积

蓄，没收入没房产，只能和父母共

住，被列入低保家庭。

走进屋内，客厅里整齐摆放着

还没拆吊牌的过冬衣物、牛奶、麦

片，“全都是街道领导送来的，我银

行 卡 上 也 多 出 了 近 2000 元 慰 问

金。”张玲敏告诉记者。

河西区民政局社会救济科科

长 韩 莉 ，这 几 天 正 忙 着 和 同 事 们

为困难群众购置春节慰问品，“春

节 象 征 着 阖 家 幸 福 ，我 们 要 拿 出

实 打 实 的 举 措 ，为 困 难 群 众 安 度

春 节 兜 好 底 。”韩 莉 介 绍 ，在 常 规

性 救 助 方 面 ，河 西 区 每 位 困 难 群

众 可 享 受 春 节 一 次 性 救 助 款 800
元 、春 节 慰 问 费 100 元 ，每 户 享 受

供热补贴 340 元到 750 元，享受电

价补贴 88.2 元。

“像张玲敏这样的低保家庭，

除每月固定的低保金以外，还会得

到 100 元左右的物价补贴。因为她

的 儿 子 在 校 读 书 ，还 会 得 到 一 笔

200 元的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韩莉说。

此外，河西区还为孤老等集中

供养的特困群众按照需要购买衣

物、食品等，每人标准 1000 元，为分

散供养的特困群众购买慰问品，每

人标准 500 元，为孤儿及机构安置

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购买食品等，

每人标准 1000 元。天津市河西区

慈善协会还自筹资金 12 万元，救助

了 120 户困难群众，给予每户 1000
元慰问金，以现金形式发放。

“每年春节前，我们全局的党

员干部都会与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一道走街串户，将温暖送到每一位

困难群众的手中。”韩莉说。

这个冬天，天津市再次遭遇本

土疫情影响。为保证困难群众基

本 生 活 ，天 津 市 财 政 局 紧 急 拨 付

3.9 亿元资金，对特困救助供养对

象、低保家庭、困难残疾人等群体

采取给予取暖补贴、一次性补贴和

过节费等举措，对因封闭管控以及

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等导致基

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也纳入临

时救助范围。

“街道正在帮我申请公租房，

还为我介绍了几份工作，等开了春

我就去试试。”张玲敏说，最让她欣

慰的是，儿子学习刻苦认真，还当

上了历史课代表。“我常常对儿子

说，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未来学

有所成，要把我们得到的温暖回馈

给社会。”

走访零就业家庭——

摸清需求 跟踪服务

山城冬日，细雨纷纷。21 日清

晨，重庆市江北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就业指导科副科长耿涛和五宝镇

社保所几名帮扶人员，驱车前往五

宝镇干坝村的“胡二娃农家乐”。

“小耿来啦！”见到来人，正在厨

房里准备柴火鸡食材的杨清梅停下

动作，擦拭双手，笑着迎了出来。

春节前夕，江北区就业和人才

中心与五宝镇社保所工作人员，逐

一对辖区内零就业家庭进行全覆

盖式回访慰问。进门坐定，耿涛就

问起杨清梅的近况，“这次上门，主

要是看看杨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还有没有啥新需求？”

一年前，杨清梅的生活很不如

意。杨清梅家住江北区五宝镇干

坝村，与丈夫二人文化程度不高，

也没有其他技能，仅靠打鱼为生，

2020 年退捕上岸后，失去唯一的收

入来源，成为零就业家庭。杨清梅

回忆，“有一老一小需要照顾，丈夫

又摔坏了腿不能用重力。当时真

的深感迷茫。”

“纳入‘零就业家庭’后，江北

区人社部门要通过一对一、面对面

等形式走访慰问，确保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耿涛了解了夫妻俩的

创业需求，把定向培训政策送上了

门。“我想办农家乐，就问能不能学

做菜。”杨清梅回忆道，“帮扶干部

知道后，立马帮我申请到区里厨师

学校进行培训，封闭培训一周。”培

训结业后，杨清梅心里有了底气，

拿着 20 万元的积蓄，准备在家里开

农家乐。去年 5 月农家乐正式开门

迎客。

没想到，他们又犯了难。“农家

乐需要装修。家里房子太老，桌椅

太旧，处处都得换，积蓄却只有 20

万元。”创业初期资金周转不够，怎

么办？

杨清梅一筹莫展之际，恰逢耿

涛上门回访，向其宣传江北区创业

优惠政策，送上了“及时雨”。耿涛

积极帮助其申请社保补贴和创业

担保贷款。去年 12 月，杨清梅申请

到 3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享受

了年度社保补贴 2500 元。

不只杨清梅。2021 年，江北区

共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9 万余人，

开展技能提升行动 2.5 万余人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253 万元，就业

形势稳中向好。春节期间，江北区

将继续开展零就业家庭清零跟踪

服务，宣传就业创业和技能培训优

惠政策，确保惠民政策落地，困难

家庭帮扶精准到位。

目 前 ，农 家 乐 经 营 已 步 入 正

轨。但杨清梅还有新需求，“区里

培训政策好，我还要继续去学习酒

店管理知识，把家里的空房间利用

起来，将来做民宿。”如今，院坝旁

两树腊梅开得正盛，竹竿整齐晾晒

着数排腊肠，院落里到处悬挂、张

贴着红灯笼、中国结、福字等新春

饰品，一派红火的新年景象。“接下

来，要在院坝前多栽几株腊梅花，

还 要 买 点 盆 栽 ，再 把 院 子 拾 掇 一

下。”杨清梅对来年充满憧憬，“现

在每月利润在 1 万元左右，未来日

子一定越来越红火。”

关怀困难老人——

上门调研 送去年货

大寒节气，江西省南昌市东湖

区龙沙社区，挂起的一串串腊肉和

熏鱼让年味渐浓。龙沙社区党委

书记孙斌越带着社区干部邱雯蔚

和其他几位志愿者来到 91 岁的陈

如娟老人家中。

“有人来啦！”陈如娟隔着门上

的纱看见门口有人，扶着扶手颤巍

巍地想站起来，“有时是书记，有时

是志愿者，经常有人来看我。”

陈如娟是江苏南通人，几十年

前和丈夫一起来到南昌，住在董家

窑街道一个建造于上世纪 90 年代

的工厂家属院。 2017 年老伴病逝

后，陈如娟就成了孤老，没有退休

金，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社区帮

陈如娟申请到包括护理照料费、高

龄补贴等在内的每月 1860 元补贴，

基本涵盖了日常花销，还安排了志

愿者上门，照顾老人生活。

“身体咋样啦？”孙斌越赶忙扶

住老人。“哪都好，还是脚没力，不

好出去买年货。”陈如娟双手握住

孙斌越的手说。“今天就给你送年

货来啦！”孙斌越放下手里的米和

油说。

站在一旁的邱雯蔚帮老人把

床铺叠好，把刚带来的崭新的棉被

放在老人床上，老人扶着扶手坐到

床边，开心地抚摸着棉被。孙斌越

握住老人床边刚安装好的扶手，试

图把扶手从地上拎起来：“扶手还

结实吗？”

“三四个小伙子才能抬得动。”

老人看着孙斌越使劲的样子，不由

得笑出了声，“有了扶手真方便，晚

上起来上厕所更安全了。”

从 2021 年 11 月 开 始 ，东 湖 区

相继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困难老人

的 暖 心 行 动 ，其 中 就 包 括 给 经 济

困 难 老 人 家 中 进 行 适 老 化 改 造 ：

防滑处理，安装床边护栏，安装扶

手，配置淋浴椅、手杖和防走失装

置等，同时还给 100 多位困难老人

送去了米、油等年货，并按照每人

500 元 的 标 准 给 老 人 们 送 上 了 春

节慰问金。

说 到 一 半 ，老 人 家 又 来 了 客

人。江西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局的

两位干部来调研，他们详细地询问

着老人家中有哪些电器，日常开销

有哪些，补贴是否够用，其中一位

干部说：“我们做兜底工作，必须要

了解清楚情况。”

“家里还需要啥？”孙斌越东看

看，西瞧瞧。“啥也不要啦！我在南

昌无亲无故，不要浪费。”陈如娟老

人摇摇头，声音洪亮，明亮的眼睛

闪着光彩，缓缓比出个大拇指，“但

是你们把我照顾得很好嘞！感谢

党和政府让我们福气多多哟。”

各地节前走访慰问城市困难群众，确保帮扶精准到位 ——

送年货送陪伴 助创业促发展
本报记者 李家鼎 龚相娟 王欣悦 杨颜菲

社会社会 1414 2022年 1月 26日 星期三

公交候车亭全部新改建成防雨

棚设计，乘客等车不再怕雨雪天气；

凤凰山大桥工程提前通车，市民往返

市区与高新区更加便捷；普惠制幼儿

园多了，家长和孩子都更舒心……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2021 年

以来，承德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全市实施“我为群众

办实事”2184 件，完成率达到 84%；

开展服务群众活动 1.2 万次，36.25
万党员干部参与，惠及群众 283.15
万人次。

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我们村几乎家家都有大棚，以

前种些黄瓜豆角，一个棚年收入 2
万元。后来村里对大棚进行了改造

提升并种草莓之后，一个棚一年能

有 6 万元进账。”站在自家大棚前，

承德市双滦区大贵口村村民张大姐

笑逐颜开。目前大贵口村共有农业

温室大棚 303 个，平均带动每户年

增收 5 万元，现代农业体系已具备

雏形。

让为民办实事走进广大农民的

“心坎”里，承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真正让

农村富起来，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2021 年以来，承德市科技局选

派 110 名农村科技特派员至平泉、

隆化、丰宁等 7 个县（市）开展科技

服 务 工 作 ，开 展 农 业 科 技 培 训 24
场，培训 5000 余人次，推广蔬菜、马

铃薯、畜牧、中药材、林果五大主导

产业先进适用技术 37 项。

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中，承德落实防贫对象监测、发现、帮扶机

制，做好防返贫工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据统

计，纳入防贫对象监测的 1.19 万户 2.98 万名防贫对象已全

部落实一对一防贫联系人，推进产业就业、综合保障等各项

帮扶举措落实，目前 8000 多户 2.03 万人返贫致贫风险得以

消除。

此外，承德县牢抓发展第一要务，把推进重大工程和重

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不断

提升产业基地发展，新研究确定果品、食用菌、水利、基础设

施等农业扶贫产业项目 46 个。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便民举措
务实有效

“医院的医生到村里来给我们免费体检，在村里就能享

受医疗服务。”2021 年 11 月 6 日，刚在村里做完体检的兴隆

县半壁山镇伙山子村村民贾秀花高兴地说。兴隆县投资

800 万元为农村居民免费健康体检，目前已完成体检 9 万多

人。不仅如此，兴隆县实施农村垃圾一体化运营，实现农村

生活垃圾“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让农村过起了和城市

一样“洁净美”的生活。

老年人生活一直是承德党委政府关注的重点。针对居

家老人养老服务需求，承德共建社区日间照料服务设施

217 个，实现 195 个社区全覆盖。其中，建成日间照料精品

服务机构 90 个，全部具备日间休息、助餐供餐等功能，先后

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 3600 人次，让老年人过上有品质、有

尊严的生活。

办好群众身边事，衣食住行，样样涉及百姓生活。

针对中小学学生放学早无人看护问题，推进全市中小

学落实了校内课后延时服务；针对农村群众办事难，全市

2657 个行政村（社区）全部成立综合服务站，覆盖率达到

100%，让群众办事不出村就能办；针对出行难，承德协调北

京铁路局等单位开通了承德南站到北京站直达车次，日开

行高铁列车达 60 对；新建提升公交候车亭 106 个……一项

项举措务实有效，书写一份份群众满意的民生答卷。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企业发展
轻装上阵

2 万多公斤！河北承德嘉沃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第

一届苹果采摘季取得这样的销售数字。“多亏有专人帮我们

跑前跑后，对接协调有关部门，办理各项业务，让公司顺利

完成苹果采摘销售。”公司总经理刘伟对被派驻到公司开展

协调服务的干部赞不绝口。

承德从企业需求出发，陆续从市直部门、市县机关、乡

镇街道等抽调 1509 名政治素质好、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善

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干部，采取流动派驻与定点派驻结合的

形式，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涉及政府职责范围的事务，为

2.76 万家企业提供专门服务。通过该机制，各地各部门多

渠道受理企业咨询和困难问题 3.7 万余件，一批“老大难”问

题得到集中化解。

“您好，平台会议功能已经调试就绪，请您提供审批材

料。”在政务网络平台视频会议室里，大唐丰宁大河西二期

风电场项目单位负责人与承德市行政审批局，市、县两级水

务监管部门和行业专家连线，办理网上联合勘验业务。承

德市行政审批局推进“不见面”审批方式，利用政务云平台

进行网上联合勘验，从企业提出申请，到组织勘验，只用了

1 个工作日就完成。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政务服务改革。承德市

行政审批局以“满意承德”城市综合服务平台为依托，在全

市范围内推行政务服务“一码通”改革，率先实现社保医保

业务“两网互联”，不动产交易、登记、纳税业务“三网贯通”，

政务服务、医疗就诊、金融服务等 6 个领域“一码通”，归集

政务数据 5 亿余条。河北政务网公示的 1100 余项政务服务

事项均可通过“满意承德”APP 掌上申报。

承德市人社部门推行一体化服务实现市内全域网办，

精简证明材料，大幅提高服务效率；双桥区税务局推出不动

产交易“一窗一人全流程办理”，在河北省率先实现“进一扇

窗、办三家（税务、土地、房产）事”，业务办理效率同比提高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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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对城
市困难群体，各地采
取了多项举措送去关
怀：为低保家庭送去
补 贴 、慰 问 金 、衣 物
等，并帮助他们解决
生活难题；为零就业
家庭送去优惠政策和
技能培训，帮助他们
顺利创业、实现增收；
为 困 难 老 人 送 去 年
货，并对房屋进行适
老化改造，让他们过
个舒心的春节。

■送温暖 过新年②R

“老伙计，我的店面已经扩

大了，多亏了那笔帮扶贷款啊！”

日前，河南省西华县西华营镇肖

庄 村 村 民 肖 五 功 给 他 的“老 伙

计”王红卫打电话时说。

“那就好，加油干，争取早日

富起来！”

王红卫是西华营镇纪委的干

部，前几年，为了乡亲脱贫，来到

肖庄村包村，老肖是村里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两人结了对子。王

红卫给老肖出主意、找路子，老肖

心气也足，甩开膀子干。在党和

政府的帮扶下，他申请了 5 万元

的扶贫小额贷款，在邻县的镇里

开了一家食品店。在夫妻二人精

心 操 持 下 ，小 店 的 生 意 越 做 越

好。一年过后，老肖不仅还清了

贷款，还余下一些存款。2019 年

10月，老肖家顺利实现脱贫。

去年 9 月初，县里镇上开展

“四个不摘”政策落实情况“回头

看”专项检查，王红卫又来到老肖

家中走访。一番寒暄过后，老肖

却说出了一件烦心事：“店里的生

意不赖，我们想着趁势扩大经营

规模，但手头上没那么多钱。”

“按照‘四个不摘’政策，你

们家可以继续享受扶贫小额贷

款。就像以前一样，你们贷款还

款，国家贴补利息。”王红卫赶紧

解释政策。

“可是，我们已经脱贫时间

不短了，现在的收入也提高了不

少，不摘帽政策能管这么久？”老

肖也了解政策，但是对细节处有

点模糊，于是就没敢继续申请。

王 红 卫 掰 开 揉 碎 解 释 ：政 策 不

变，快去快去！

回到单位后，王红卫琢磨，

老肖家的情况应该不是个例，便

向组织汇报了相关情况。在镇

纪 委 的 督 促 下 ，各 行 政 村 加 大

“四个不摘”政策宣传力度，排查

统计小额贷款需求情况，主动帮

助脱贫户办理相关手续。截至

目前，全镇已有 26 户脱贫户实

现了续贷。

拿到贷款后，老肖的店面已

经由以前的 20 多平方米扩大到

40 多平方米，添置了机器，计划

再买辆小车拉货送餐。“争取把

小店的生意做得更好！”老肖高

兴地说。

摘帽不摘政策，继续享受补贴——

脱贫户老肖的开心事
马跃峰 李国省

本报兰州 1月 25日电 （记

者付文）记者从甘肃省总工会获

悉：今年甘肃省将建设 100 个经

济实用、节能环保、服务便捷的

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驿 站 ，提 供

“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

水、累可歇脚”的服务。

据介绍，驿站选址范围涵盖

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物流

园区、快递网点、环卫场站和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居住区等

地，按照示范型和普通型两类标

准建设，切实改善货车网约车司

机、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群体

的工作生活条件。示范型驿站

要配备可供休息就餐的微波炉、

淋浴室、电视机、无线网络等设

备，提供饮水、淋浴、洗衣等比较

周全的服务。普通型驿站配备

空调、充电工具、应急药箱等基

本设施，提供热饭、御寒等服务。

甘肃统筹安排相应建设资

金近 1500 万元，将于今年 8 月底

前建设完毕。

甘肃将建100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驿站

■2022春运一线R

春运期间，各地铁路部门聚焦旅客实际需求，从

细节着手，推出了一系列温馨服务。

1 月 25 日，适逢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0 天，G6 次

新型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冬奥会气氛浓浓。担

当该次列车乘务工作的上海客运段、华铁旅服工作

人员提前在车厢顶部和两侧装饰了以冬奥会为主题

元素的剪纸和雪花窗贴。

春运以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持续优化

“慢火车”运营条件及服务保障能力，确保沿线地区

出产的蔬菜、水果和其他各种产品都能快速上车、运

往城市。

上图：G6 次动车组列车乘务员与旅客喜迎冬

奥会。 沈文敏 王 初摄影报道

右图：群众搭乘往返于云南昆明和贵州红果的

绿皮“慢火车”。 叶传增 徐章位摄影报道

温馨服务 温暖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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