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安达市新兴社区辖区

面积 1.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4455
户 ，是 个 名 副 其 实 的“ 三 老 ”社 区

——老城区、老小区、老年人较多的

社区。如何提升便民服务效率、做

好社区医疗保障、有效帮扶就业困

难居民？记者进行了探访。

服务便民，小事
解决在社区

“家里坐便漏水，请帮忙维修。”

早上 8 点，牛都名苑小区居民赵凤

玲阿姨从早市回来，拿起记号笔在

一楼的“有事儿您说话”留言板上写

下了自己的诉求。

不一会，楼道清扫员刘秀英看

到了这句话，马上用手机通知了小

区物业。维修人员李师傅即刻出

发，经过检查，他为赵阿姨免费更换

了坐便器进水浮阀，下楼时把留言

板上已经解决的问题顺手擦掉。

就这样，从留言到维修完成，前

后不到一个小时。“社区+物业的新

模式介入后，小区业主和物业的联

系更加密切。”牛都名苑小区顶泰物

业公司经理徐长文说。

“这是今年以来新兴社区一个

全新的尝试。上半年已经通过联席

会制度解决牛都名苑小区内大大小

小的问题 41 件。”当天来到社区巡

检的新兴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主

任华国剑说。

有效整合服务资源、集聚服务

力量、健全服务机制，最终快速解决

好居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物业问题。

小区内楼道灯不亮、楼道内乱堆乱

放、楼道的棚顶漏水、楼道内垃圾过

多、楼道内串联网线及电线、墙体渗

水漏水等“老大难”，立整立改，被一

一解决。

“从去年开始，社区接连培训了

辖区内各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副经

理、业委会代表，带领大家一起精读

《黑 龙 江 物 业 管 理 条 例》。”徐 长

文说。

巡查结束后，华国剑回到了新

兴社区一站式服务中心。这座 5 层

的小白楼，常年人来人往，承担着繁

杂的社区工作。

“这里原本是一个小学，曾经的

教室大多数被改造成了社区便民服

务站，后面的操场被划分成了社区

篮球场、广场舞场地、门球场。”华国

剑说，望向楼下平整的塑胶场地，孩

子们正在篮球场嬉闹玩耍。

走过社区四楼的舞蹈室，记者

隐约听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悠

扬旋律。推开门，新兴社区童心舞

蹈队队长王淑杰正带领十几名队员

排练舞蹈。这支由退休人员组成的

文艺小分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比

赛，也获得了不少荣誉，几天后，她

们即将参加安达市文艺汇演。

到了休息时间，王淑杰下楼来

到水电收费大厅缴纳水费。“在安

达，线上缴纳水费还没有像大城市

一样完全实现，但是社区同样为方

便居民作出了努力。”

“之前社区居民为了交水费要

去往 3 公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直

达公交，十分不方便。我们和安达

城市供水管理有限公司经过几轮沟

通，最终让他们设立便民缴费站，并

派遣两名收费员到社区工作。”华国

剑说，新兴社区拥有了首个在社区

里缴纳水费的便民服务站。

社 区 银 行 、快 递 服 务 站 、母 婴

室、未成年人活动室、开放式书吧，

“一门式”受理、“一站式”服务……

随着社区功能的完善，居民的获得

感不断提升。

关注健康，医疗
服务上台阶

“你谁啊，不是骗子吧！”新兴社

区党总支副书记孙静第一次上门宣

传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时，被居民李

琳直接撵了出去。

第二次上门的时候，孙静也不

恼，细细给李琳讲了一遍居民为啥

要参加医保，有哪些权益。这回李

琳听进去了，承诺第二天就去社区

参保。

第 三 次 在 社 区 偶 遇 李 琳 的 时

候，孙静发现李琳瘦了一圈，一问才

知道她今年做了个肠息肉小手术。

分别的时候李琳紧紧抓住孙静的

手，快人快语的她有些不好意思，

“一共 1000 多元的手术费，医保就

给我报了 800 多元，多亏你提醒我

参保，之前是姐不对，妹子你可别放

心上。”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每 月 定 期

举办一次健康大讲堂，居民李新茹

几乎每场都不落下。这个月是口

腔专题，上个月是妇科专题，在居

民群里发布信息，大家按照自己的

需求前往咨询。“自己本来就关注

健康养生类的知识，社区找的都是

专业又权威的专业医生，比网上五

花八门的消息靠谱多了。”家里有

个中考的孩子，在一次讲座上，李

新茹还和医生学会了如何给孩子

放松解压。

新冠疫苗为啥要打？老人孩子

能不能打？最新版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方案和之前有啥不同？办

公桌上电话不断。新兴社区主管防

疫排查的樊金辉将这些问题烂熟于

心，再一遍遍地和前来问询的居民

说明白。“最近，社区把猴痘、霍乱、

鼠疫这些传染病的防治事项都印成

了小册子。一会我们就要去社区轮

流发放给居民了，防患于未然嘛。”

樊金辉觉得自己做的工作虽然琐

碎，但有意义。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规范整

个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结合

实际情况，进一步增加相关的卫生

站点，完成所有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的建立，并对社区卫生服务站常态

化地加强日常监管。”华国剑说。

及时帮扶，灵活
就业树信心

“2019 年我去社区服务大厅办

点事儿，看到告示栏里张贴的‘百家

百汇’月嫂培训班要开了，一看是免

费，咱寻思就去试试呗。”袁丽辉大

姐笑盈盈地回忆起 3 年前。

这次不经意间的尝试，改变了

袁丽辉的生活。3 个月的培训考核

之后，46 岁的她拿到了国家认证的

月嫂资格证书。

“我们社区和安达市妇联积极

合作，引进大庆市‘百家百汇’培训

学校在社区设立了办事处，通过线

上、线下课程集中培训专业月嫂、婴

嫂、家政服务人员，打造家门口的

‘就业加油站’。”新兴社区就业服务

处劳动助理杜丹丹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新兴社区加

大投入，为了缓解辖区内就业困难

家庭的压力，通过入户谈心、问卷调

查等方式，发现很多家庭妇女比起

接受救助，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双手

获得收入。

袁丽辉清楚地记得，伴随着一

句“袁大姐，你辛苦了”，她拿到了第

一个主顾给予的 6000 元工资，激动

得眼泪差点掉下来。这种自我认同

感，前所未有。

“一年后，我被公司评为金牌月

嫂，工资也涨到了每月 12000 元，我

还介绍了好几个老姐妹到我们社区

培 训 ，谁 不 想 活 出 个 样 给 自 己 看

呢。”说到最后，袁丽辉眼里有光亮。

去年 12 月，社区把 3 位优秀的

退役军人培养选拔到社区基层组织

干部队伍中来，沈青龙是其中之一，

并如愿成了一名有五险一金的社区

网格长。

“我是 2007 年退伍的。”不善言

辞的沈青龙非常珍惜这份工作，疫

情防控中，在细细记下微信群里居

民的需求后，身强力壮的他主动扛

起一箱箱沉重的抗疫物资，在没有

电梯的老楼里跑上跑下，为居民排

忧解难。

“社区建立了就业、失业、监测

等一套台账，根据失业人员需求进

行分类登记，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杜丹丹介绍，2021 年，新兴社区共

开展线上线下摸排 3 次，调查社区

居民 4455 户、9600 人次，为失业人

员办理登记 28 人。

黑龙江省安达市新兴社区提升管理水平，满足群众需求——

小事社区办 服务送上门
本报记者 刘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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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
平，最终落脚点还是要放
在造福居民上

■民生观R

■夯实城市治理基层基础③R

核心阅读

黑龙江省安达市
新兴社区，完善服务功
能，努力让居民办小事
不出社区；做好社区医
疗保障，时刻关注居民
身心健康；采取多种措
施及时帮扶就业困难居
民，帮他们提升技能，树
立自信。

小社区连着大民心，小网格连着

千万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

进，社区的数量逐步增加，规模不断

扩大，庞大的居民人数、不同群体对

美好生活的个性化追求、公共利益和

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这些都给

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为了解

好这道题，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创新

治理方式，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关键

是要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在

各地社区治理的创新举措中，处处

可以看到党员干部的身影，越来越

多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投入到基层

社区工作当中。他们奋战一线服务

居民，统筹协调调动资源，秉持公心

解决困难。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在以点滴行动为居民打造幸福

家园的同时，也用真情服务赢得了

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带动更多居民

积极参与社区管理服务。

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要充

分激发群众的积极性。社区是全体居民共同的家园，家

园中的不少困难和问题，既需要社区干部统筹协调，也

需要居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党员干部拿出办法，居

民群众积极配合，就能让社区的正向变化看得见、摸得

着，让社区的共治共享成为常态。居民的归属感和责任

感进一步加强，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就能事半功倍。

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要跟解决居民最实际的

困难紧密结合。社区环境是否整洁？服务是否便利？

氛围是否和谐？社区能否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这

些问题，都与居民福祉息息相关。因此，要使社区管理

服务水平更上一层楼，需要精准高效解决居民生活的

实际困难，以更加“接地气”的举措、更加简洁高效的流

程，切实解决居民最实际的困难，让社区干部真正成为

居民的“贴心好人”“贴心能人”，让居民在社区里找到

亲切感、归属感。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是城市肌体中最

活跃的细胞，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提升社

区管理服务水平，最终落脚点还是要放在造福居民上，

让“这根针”有序穿起民生服务的“千条线”，绣出美好

的生活图景，绣出居民的笑语欢颜。

为
居
民
打
造
幸
福
家
园

白
真
智

本版责编：李智勇 白真智 周春媚

本报海口 8 月 14 日电 （记者

赵鹏、孙海天）8 月 12 日凌晨，首批

660 名因疫情滞留海口的旅客，陆

续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搭乘飞机离

岛返程，分别搭乘 5 个班次航班返

回上海、南京、长沙、广州等地。13
日，三亚市第一方舱医院 5 名确诊

病例和 5 名无症状感染者经过综合

诊治，符合出院标准，于当天治愈出

院。截至 14 日 6 时，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安排出港

航 班 92 架 次 ，已 保 障 滞 留 旅 客

14247 人返程。

疫情发生以来，海南省委坚持

问题导向、列出清 单 ，刻 不 容 缓 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迅速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投身一线抗疫，将防疫责任

细化到岗、落实到人。8 月 7 日，海

南省委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深入楼栋，

开展综合协调、人员摸排、健康监

测、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其中三

亚市共派出党员志愿者 1 万余名、

成立党员突击队 600 余支，设立党

员先锋岗 1100 余个，划分党员责任

区 1000 个。

为尽快阻断疫情传播，防止疫

情扩散外溢，海南各地各有关部门

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精心调配

各地抗疫力量，统筹核酸检测力量，

在保障三亚检测需要的同时，兼顾

其他市县，全力提升疫情增长较快

市县的核酸检测能力。眼下已有来

自 20 个省区市的 1.67 万名医务人

员来琼支援，海南省核酸检测已达

197 万管日检测能力，可以做到“日

清日结”。据海南省卫健委副主任

李文秀介绍，自 8月 6日三亚市实行

静态管理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

在非管控范围内比例降至 2.9%。

针对滞留旅客返程问题，海南

省委高度关注。“我们将进一步加快

推进滞留旅客返程，摸清滞留旅客

底数和分布情况。”海南省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综合组副组长杜建伟表

示。从 8 月 13 日起，根据全市统一

部署，海口近千名机关党员干部下

沉到健康管理驿站，做好滞留旅客

的服务专员，耐心细致进行政策解

释 和 情 绪 疏 导 ，协 调 解 决 实 际 问

题，千方百计安排滞留旅客离岛。

湖南援海南医疗队接管三亚中

心医院外科楼病房，8 月 12 日 22 时

开始，第一批普通型新冠肺炎确诊

病 例 共 26 人 陆 续 入 院 接 受 治 疗 。

据统计，随着全国各地援琼医疗人

员陆续到达海南，海南抗疫力量也

在进一步增强。海南目前已统筹浙

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份援

琼医疗队接管省内 6 家定点医院和

方舱医院。下一步，海南还将继续

统筹核酸检测力量，坚持救治关口

前移，统筹用好本地医疗资源和其

他省份支援力量，既满足方舱医院

急需，也保障好本地居民正常就医

尤其是急诊、急救的医疗需求。

“我们要坚决以抗的意志、实的

作风、快的方法抓好落实，努力实现

社会面尽快清零，一鼓作气夺取抗

疫斗争全面胜利。”海南省委主要负

责同志表示。

坚决防止疫情外溢 有序安排游客离琼

海南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投身一线抗疫

上海 8 月，骄阳似火。记者跟随铁路工人走到一线，体

验“战高温、保安全”。

14 时 30 分，刚出门，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气温高达 38
摄氏度。打开手机，上海中心气象台已发布高温红色预

警。迎着烈日，记者与上海工务段虹桥线路车间工长侯广

超和他的 4 个伙伴会合。

15 时，他们准时出发，开始巡线检修。

“线路检修，晚上干不行吗？”记者问。“不行。”侯广超边

走边解释，“动车晚上要停靠，只能趁着白天时检修。”

铁道上，体感温度又明显高了好几摄氏度。四周没

有 树 木 遮 挡 ，阳 光 更 加 肆 无 忌 惮 。 侯 广 超 用 轨 温 计 一

测：“钢轨温度超过 50 摄氏度！”当天，侯广超和同事们要

对 30 组道岔以及两条股道开展巡查。一般 3 到 5 分钟可

以 检 查 完 一 组 道 岔 。 30 组 道 岔 ，就 要 花 两 个 多 小 时

检查。

防护员张建梁走在队伍前列，查看四周，做好安全预

警。侯广超和王裕盛、张建梁几名线路工手拿着道尺、锤

子、扳手、油壶等工具，开始巡检。为查看道尺的测量数据

以及钢轨的水平、方向，侯广超需要经常蹲下身子，把脸靠

近铁轨仔细观察。一次巡检，这样的动作需要重复几十甚

至上百次。

拿着长长的扳手，张建梁发现铁轨的螺丝有些松了，立

刻拧紧。“螺丝不能松，也不能太紧，力度需要把握好。”张建

梁说。

虹桥京沪场信号工区信号工项培弟拎着一把油壶，给

螺丝上油。“被雨水淋了会生锈，不上油就拧不动了。”同事

孙焯手持铁锤，时常在铁轨上敲一敲，通过声音判断是否存

在问题。

为了防高温，工人们都配备了保温杯，里面装上冰水，

喝起来凉凉的。记者没经验，带着普通的瓶装水，喝到嘴里

已经变成了热水。

“行业有特殊性，辛苦无法避免，但单位会尽力做好

各项保障工作。”随行的车间党支部书记蒋明介绍，铁路

部门针对高温天气作业进行了相应的工作调整。一到 7
月，本来从 12 时开始的巡线工作调整到了 15 时开始，尽

量 避 开 最 热 以 及 工 人 最 疲劳的时 段 ；从 12 时 到 14 时 30
分 ，工 人 有 两 个 多 小 时 的 午 休 时 间 ；单 位 还 给 工 人 们 发

放“送清凉”专项费用、专项慰问经费，送上防晒霜、洗护

用品等；实施轮岗、轮班、轮休，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

措施。

跟着侯广超巡线了 1 个小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列

高铁飞驰而过。每一列高铁安全运营的背后，有无数个侯

广超们的默默守护。

在长三角地区，记者跟随铁路工人

巡线检修——

顶骄阳战高温
保安全护平安

本报记者 方 敏

地处秦巴山区深处的重庆市巫

溪县，属于重庆最后一批脱贫摘帽

的区县。2021 年 5 月，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廖正步

和蒋在强、代涛、黄燕、黄世峰 4 名

同事一起，被选派到巫溪县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在驻村工作中，“医生

书记”廖正步和同事经常带着医药

箱走村入户，在察民情、听民意的同

时兼任起了乡村医生。

廖正步和同事还商量制订了下

乡医疗帮扶计划，组建“义诊团”，在

大山深处办起一所“流动医院”，每月

不定时开展义诊活动，提升当地群众

的健康水平。截至目前，“义诊团”已

经先后到巫溪县多个乡镇开展大型

义诊活动，受益群众 4000余人。

图为近日，在重庆市巫溪县田

坝镇田坝村，蒋在强（左）在入户走

访时为村民做健康监测。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村里来了

“医生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