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弃的锅炉房变成了热闹的

邻里文化活动中心，67 岁的罗平湘

每天都要去转转。“写写毛笔字，看

看电影，生活甭提多有滋味儿了。”

两年前，罗平湘所在的河北省

邯郸市复兴区建西二社区中煤 69
处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社区

征求居民意见，保留了烟道墙，建

成了记忆广场，将锅炉房升级为邻

里文化活动中心。这下，小区的历

史特色保留了下来，居民的生活水

平也提升了。

邯郸市复兴区是传统的工矿

老区，辖区内老旧小区建成时间主

要集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

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复兴区持续开

展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行动，在着力

改造提升小区基础设施的同时，也

鼓励小区立足自身优势，深入挖掘

小区历史文化内涵，让老旧小区换

新颜。

满足需求，同时
挖掘文化内涵

在铁西南大街 58 号院启动老

旧小区改造后不久，原先进小区的

楼间过道里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小

区大门。一道车闸两道门，小区大

门再简单不过，可居民滕安伦却怎

么也看不够。每晚 7 点一到，他便

准时出门，约上几个邻居，绕着小

区转上一圈又一圈。

位于邯钢路社区的铁西南大街

58号院由纺机院和铁路院两个自然

院组成，院内最古老的红砖楼已有近

42年的楼龄。小区年头长，问题自然

多。改造以前，院里道窄路破，杂物

堆积，违章搭建随处可见，管线杂乱、

污水横流……只要是老旧小区该有

的毛病，58号院里是一样都不少。

小区要改造，可这么多问题，

从哪开始改？怎么改？“居民才是

小区的主人，改什么居民说了算！”

社区党支部书记赵磊说。

发放问卷、走访入户、召集大

会……社区多渠道征求居民意见

和建议。“路窄要拓宽”“楼旧要维

护 ”“ 线 乱 得 收 收 ”“ 雨 污 要 分

流”……可不管居民提多少意见，

大家总会附上一句“小区的历史特

色可不能改丢了”。

把意见分类梳理后，社区明确

改 造 思 路 为“ 融 合 旧 时 光 与 新 生

活”，然后制定方案，公示后实施。

按 照“ 新 旧 融 合 ”思 路 ，先 拆

墙，打通两个自然院；再拆违，腾出

空间拓宽道路，还建起了绿色、文

化、儿童、健身等六个游园小广场；

然后雨、污、煤、水、电等七种管道

入地，每个楼道里还都安起了老年

扶手……完善基础设施、增加活动

空间，小区提质工程一个不落。

改造过程中，社区保留了小区

原始的工业风貌：红砖墙体只清洗

不粉刷，涂上一层防腐剂和明漆；

院里的古树都保护了起来，遗留的

一棵菖蒲也被制作成了六个花盆，

放 置 在 小 区 东 北 角 的 文 化 广 场 。

不仅如此，社区还沿着小区的小路

建起了五面文化墙，以图片、文字

等不同形式呈现小区历史特色。

夜幕降临，彩灯亮起，承载着

厚重历史的红色砖楼和文化墙在

五颜六色灯带的映衬下别有一番

风 味 ，引 得 不 少 过 往 路 人 拍 照 留

念。“咱小区现在可是网红打卡地，

每天来参观的人多着呢。”65 岁的

居民张成香穿梭在人群间，不自觉

地哼起了歌儿。

因地制宜，做好
居家养老服务

春季傍晚，微风轻拂，从石化

街道机械厂 1 号院的健康广场放眼

望去，楼与楼之间渐生苍翠。58 岁

的周铁兰正坐在自家楼前的休息

椅 上 ，和 邻 居 一 起 看 风 景 、话 家

常 。“ 我 们 小 区 现 在 就 是 个 小 公

园。”道路平坦，花草环绕，就连小

区里原先单调斑驳的墙面、电线杆

和管道也都穿上了彩色的“新衣”。

可在小区还没启动改造时，周

铁兰并没有这么舒坦。路面坑洼、

设 施 老 旧 、楼 间 空 地 被 各 家 占 用

……周铁兰十分急切地盼望改善

居住环境。

“整个小区常住人口 866 人，老

年人占比 70%左右，其中 80 岁以上

老人就有 120 人。”石化街道党工委

书记宁贵增说，小区老龄化显著，

如何做好老龄化社区服务工作变

成了小区改造过程中的重点。立

足小区实际，社区逐步明确了“康

养+田园”的改造提升计划。针对

小区一楼普遍外扩的问题，社区在

拆除违建恢复原貌的同时，根据居

民需求，为每户从阳台窗台处扩出

40 厘米以重新规划使用空间。

硬化道路、粉刷墙体，修砌花

池、建健身广场……一项项改造措

施落地。为深度挖掘康养田园文

化因素，社区还采取了因地设景、

诗画融合的方式，把建筑和景观有

机融合，逐步提升小区功能。

“虽然阳台空间小了，可环境

美了，住着比以前幸福多了。”周铁

兰说，她的几个朋友来参观以后，

还计划着搬过来和她一起养老呢。

不久后，小区健身广场对面废

弃 的 职 工 澡 堂 也 被 列 入 改 造 计

划。征询居民意见后，社区利用澡

堂的结构和地形巧妙地改装成了

红色书店、电影放映室、公共厨房、

红色主题教育展馆和党员活动室

等，进一步丰富居民生活。

“我们还打造了‘你点我帮’工

作室。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有

生 活 上 的 需 求 ，可 以 随 时 下‘ 订

单’，由社区安排专门人员上门服

务。”宁贵增介绍，下一步，社区还

将设立居家养老服务站，通过引进

第三方专业公司，为社区老人提供

订餐、家政和综合性照料等个性化

服务，真正打造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

务体系。

智慧升级，享受
安全便捷生活

“最近几天总觉得胸口有点不

舒服，你给我测下心跳看看有没有

什么问题？”自从自己所在的六二

社区北岗院新成立了一个智慧小

区运营中心，78 岁的黄朝清隔三差

五就要来测测血压和心跳。

“ 放 心 吧 ，指 数 都 正 常 ，没 问

题。”说着，智慧运营中心的工作人

员熟练地从黄朝清胸口处取下单

道心电记录仪。心电记录仪与智

慧管理平台远程连接，监测好的数

据被实时传送到平台的健康数据

库。如果心率异常，平台会第一时

间传送信息给专业医生和家属。

“智慧医疗是智慧小区提供的

一项服务。未来单道心电记录仪

在居民中推广使用后，居民在家就

能完成检测，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

‘及时心电’APP 随时连线心血管

疾病专业医生，寻求指导和帮助。”

六二社区党委书记杨红介绍。

“管网统一入地、路面修理平

整、小区道路畅通……如果可以的

话再多些绿化和活动空间。”黄朝

清几年前的心愿在老旧小区改造

中都得到了实现。不仅如此，为了

进一步破解老旧小区的管理难题，

社区将小区内的废弃仓库进行了

整 改 装 修 ，分 不 同 功 能 改 造 了 超

市 、食 堂 、社 区 文 体 中 心 、邻 里 中

心、养老服务中心等活动中心后，

还引入了“互联网+社区服务”智慧

小区管理平台系统，启动了智慧小

区运营中心，为小区居民生活提供

更加便捷安全的服务。

“人脸识别”智慧门禁、“实时监

控”智慧消防、“一键呼叫”智慧医疗

……智慧小区管理平台完全投用后

共可实现十二大项智慧服务。“目前

我们已运行启用了智慧门禁、智慧

消防、智慧医疗等便民服务项目，其

他项目也将陆续开启。”杨红说。

有完善的公共设施，也有浓厚

的“乡土”记忆，还有便捷的智慧生

活……如今，走进复兴区，干净宜

居的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各具特色

的风貌更让人回味无穷。今年，复

兴区重点打造提升 13 个市政配套

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

的 住 宅 小 区 ，继 续 实 施 精 细 化 改

造，全面改善老旧小区居住条件和

人居环境。

河北邯郸复兴区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行动——

保留特色 分类施策
本报记者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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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合肥 4月 14日电 （记者田先进）近日，安徽省民

政厅印发《安徽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指引》（以下

简称指引），要求进一步做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工

作，补齐社会救助体系短板。

指引明确，监管主体为县（市、区）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对

委托照料服务的监管，规范委托照料服务行为，统一制定委

托照料服务协议文本；实施主体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主要负责与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或其监护人、照料服务人

签订三方委托照料服务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相关职

责；照料服务人是照料服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直接责任

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确定照料服务人时，应在充

分尊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本人意见的基础上，优先就近选择

关系密切的亲友、邻居或低保、低保边缘家庭中具有劳动能

力的人员，并适当考虑性别、年龄、照料对象数量等因素。

指引要求，照料服务人负责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

生活照料、生病看护以及需求转介等服务，协助做好居所安

全隐患排查，并及时向村（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报告。包括协助做好生活能够自理特困人员患

病期间居所卫生、生活照料等；对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特困

人员，因人制宜上门提供协助用餐、饮水、用药等服务。特

困人员需要就诊或住院的，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或者通过村（居）民委员会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报告，协助将其送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并提供

必要的看护服务。

安徽优化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

本报兰州 4月 14日电 （记者王锦涛）日前，记者从甘

肃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甘肃计划募集超过 1 万个就业见

习岗位，确保有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和 16 至 24 岁失业青年都

能及时参加就业见习。

据介绍，今年高校毕业生总量增幅较大。为此，甘肃省

人社厅全面开展见习单位征集，将管理规范、合法经营、社

会责任感强的用人单位纳入范围，积极开发管理类、技术

类、科研类见习岗位，努力提升岗位质量，让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参加见习有意愿、有收获。目前，全省各地征集见习岗

位超过 2800 个，计划全年募集超过 1 万个就业见习岗位，确

保有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和 16 至 24 岁失业青年都能及时参

加就业见习。

据悉，甘肃省将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

合 同 的 见 习 单 位 ，给 予 剩 余 期 限 见 习 补 贴 政 策 延 续 至

2022 年底。明确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 50%以上的见习单

位，见习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200 元，于当年底补发

见习补贴差额，充分激发各类用人单位提供就业见习岗

位的积极性。

甘肃计划募集逾万就业见习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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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年来，河北省
邯郸市复兴区持续开
展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行动：挖掘文化内涵，
保留小区历史特色；
做好养老服务，满足
老年群体需求；建设
智慧平台，提高生活
便捷程度。种种举
措，改善了居民的生
活，也让辖区内的小
区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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