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次采访，在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九圣祠社区，碰到一名 70 多岁的志愿

者闫英。从长春市金属线材厂退休后，

闫大爷“舍不得老本行”，主动帮居民搞

起了维修，一做就是二十几年。其间，

不少受他帮助的邻居也陆续加入助人

队伍，维修、保洁、助老、扶幼……老小

区里，多了一群热心人。

这事想想，挺有意思。

大爷是个好心人更是细心人。修

理孩子的玩具车、给燃气灶换电池、疏

通下水道……居家生活，有时把人绊

住的，正是这些“找人嫌麻烦，自己摆

不平”的琐碎事儿。可在老修理工闫

大爷眼里，这些可谓“拿手活儿”。大

爷有心琢磨邻里需求，有意让自己的

专业技能在社区继续发光发热。

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浙江“板报

爷爷”陈立勋，发现村民获知信息渠道有

限，用 600多期黑板报传播政策和资讯；

安徽合肥一家小店，连续几年为有困难

的顾客提供一份免费早餐。事情本身不

大，可用心助人和经年坚持却不易。这

些细小又绵长的暖意，值得称道。

社区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可见向

上向善之心不孤。乐于助人，这种精神

本身便极有感染力。社区里的志愿者，

有闫大爷号召来的牌友，“闲着没事，跟

我修东西去”；也有本没接触、主动询问

“您看，我能干点啥的”的居民。用大爷

的话讲，“不知啥时候起，人就这么多

了。”邻里间的相互帮衬，有人先迈一

步，自然就会有更多人跟上。从小处

看，这是大家彼此搭把手的扶持；往大

处讲，这是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有

益尝试。

呵护居民向上向善之心，也需社

区适时作为。如今，闫大爷多了新身

份——小区党支部书记，这是认可也

是鼓励。志愿马甲、服务积分、荣誉奖

励……社区对志愿者群体日渐关注，

但仍有再进一步的空间。一方面，搭

建社区志愿平台。给热心人一起做事

的 归 属 感 ，志 愿 服 务 自 然 更 可 持 续 。

另一方面，为“服务者”做好服务。小

到一个维修工具箱，大到保障激励政

策，呵护向上向善之心，需要社区扎实

调研、配套服务、形成机制。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让更多暖意

在社区里涌动。

让更多暖意在社区里涌动
刘以晴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满足老人不同需求

冬日清晨，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南

寨街道朝阳社区志愿者荆娟丽来到药店，

熟练地向工作人员报出要买的药名。突

然，像是想起什么，她拨通电话：“高阿姨，

我马上就到了，还需要点什么？中午想吃

烩菜？好嘞！”话音刚落，荆娟丽拎着药

袋，急匆匆又往菜市场赶去。

“高阿姨，这是您的药，还有几块老

豆腐给您做菜！”十几分钟后，荆娟丽走

进了高改兰的家门。高改兰 80 多岁了，

因 为 子 女 不 在 身 边 ，家 里 常 是 冷 冷 清

清。近段时间，小荆经常上门照顾她和

老伴。最近，老伴袁登山因为脑梗卧病

在床，荆娟丽一进门就拿起笤帚打扫卫

生，帮她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

不一会儿，荆娟丽忙完了手头的事

情，知道高改兰又想孙子了，就陪老人坐

下，用手机拨通了视频电话。“我们每名

志愿者手机里，都有老人子女们的联系

方式。除了介绍老人的近况，也会督促

他们常回家看看。毕竟，对于老人来说，

谁也代替不了子女的关爱。”荆娟丽说。

在 朝 阳 社 区 ，60 岁 以 上 的 老 人 有

2000 多名，占社区人口的 1/3，其中，空

巢老人又占了绝大部分。如何照顾这些

老人的基本生活，一直是社区党支部书

记郝国英思考的问题。

“每 周 我 们 社 区 干 部 会 上 门 3 到 5
次，了解老人的需要。”郝国英介绍，每名

老人家中都有一张“连心卡”，上面有社

区 和 志 愿 者 的 联 系 方 式 ，可 以 随 时 求

助。在朝阳社区，不少职工主动向社区

申请参与志愿服务，社区还推出了“共享

儿女”这一志愿项目。

“共享儿女”就是把网格员、党员和有

服务意愿的志愿者们联合起来，像老人的

儿女一样，常进老人家门看看。“志愿者们

发挥特长，上门帮老人们理发、送菜、打扫

卫生，还能陪老人们聊聊天。”郝国英介

绍，如今，项目已经有 108名志愿者。

最近，朝阳社区给每名志愿者制作了

“爱心存折”，记录了社区认证的每次志愿

帮扶内容与积分。“为鼓励和推广志愿服

务，太原正在探索志愿服务积分、时间银

行等制度。目前，太原市各街道都建有一

支专业为老服务志愿者队伍，已经覆盖

50%以上的社区。”太原市民政局党组成

员、社区工作中心主任夏同杰介绍。

2022 年，太原市出台的《关于支持全

市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和居家养老

服务，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各类老年

人需求得到满足的良好局面。“目前，太原

市社区食堂等服务设施已经推广覆盖，让

老年人能实现 8元吃饱，15元吃好。下一

步，将出台更多措施进一步满足老年人的

其他多样化需求。”夏同杰说。

帮扶政策量身定制
保障脱贫群众生活

“勇辉，你的第四季度产业奖补金到

了，有 3987元咧！”家住江西省龙南市临塘

乡水口村的肖勇辉正在自家香菇种养大棚

里忙得不可开交，村干部上门送上大礼包。

肖勇辉今年 44 岁，早年，守着几亩田

地，靠天吃饭。2020 年顺利脱贫后，一家

5 口人日子过得刚有起色，大女儿和小儿

子又相继被查出患有地中海贫血症，巨

额的医疗费又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

针对肖勇辉的情况，村干部为其量身

定制帮扶政策：鼓励他种植食用菌香菇和

木耳，组织技术人员定期上门教学，还为

他申请了 5万元小额信贷。肖勇辉也不服

输，每天不到 6 点就起床干活，劲头十足。

“现在，我的香菇木耳种养规模超过 300平

方米，商家直接上门收购，紧俏得很！”

帮扶脱贫户，关键还是促增收。龙

南市主要从稳岗就业和产业提质上下功

夫，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促进脱贫劳

动力稳定就业。引导创办就业帮扶车

间，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此 外 ，持 续 夯 实 兜 底 保 障 基 础 。

2022 年以来，龙南市共资助脱贫户和监

测对象学生 5499 人次约 364 万元，脱贫

人 口 和 监 测 对 象 中 享 受 低 保 的 共 有

3545 户 6832 人。村里也帮助肖勇辉全

家申请了低保，为患病子女申报医疗救

助，两个女儿每学期享受寄宿生和非寄

宿生补助 2000 元。“基本生活有保障，大

病有兜底，致富也有了门路。”肖勇辉重

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江西省脱贫人口多，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任务重。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全省

有脱贫不稳定户 1.2 万户 4.2 万人，江西

持续开展针对性帮扶，保障脱贫群众的

基本生活，增强“造血”能力。培育带动

经营主体 5.19 万个、产业基地 1.53 万个；

组织技能培训，拓宽务工渠道，全省脱贫

劳动力实现就业 140.9 万人……

在保障其他弱势群体方面，江西省构

建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将 371 万低收

入人口纳入常态化动态监测范围。2022
年，通过主动发现机制，全省累计新增纳

入低保、特困人员 18.18万人，实施临时救

助 18.1万人次；多措并举帮扶城镇困难群

众，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对全省 12.28 万

城镇困难群众开展摸排和就业帮扶，专项

就业帮扶活动共计服务 17.89万人次。

提供岗位培训技能
助残扶残立足长远

“在渝馨家园有个工作机会，要不要

试一下？”“我能行吗？”“来试试！”不久

前，胡朝秀接到了重庆市南岸区残联的

电话。

在此之前，因为肢体残疾，胡朝秀一

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她前往

工作的南坪镇“渝馨家园”，是一个专门

为残疾人搭建的服务平台。“在这里，可

以做手工编织，做包子早点，赚取生活

费，感觉生活充实了许多。”像这样的残

疾人服务平台，南岸区一共有 3 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为残

疾人提供就业岗位，也为他们提供技能培

训、辅助性就业、法律维权等服务，让更多

残疾人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南岸区残疾

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罗家玉介绍。

除了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之外，针

对没有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南岸区精准

“ 兜 底 ”，让 残 疾 人 的 基 本 保 障 逐 步 提

升。2022 年以来，南岸区 2930 名重度残

疾人享受到护理补贴，1972 名困难残疾

人享受到生活补贴，协助南岸区民政部

门及时将 1955 户困难残疾人家庭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

如何让残疾人有无障碍的出行环

境？南岸区给出的答案是“想在前头”。

“这个路缘石做得离地面太高了，需要控

制在一厘米以内，轮椅才能顺利从人行

道滑到马路上来。”最近，作为无障碍环

境设施监督员的彭海廷，经常摇着轮椅

来到一处施工现场。

为了让残疾人出行不再受阻，南岸

区残联和区住建委、城管等部门共同推

动，在进行市政施工、老旧小区改造前，

征求残疾人意见，进行协商。与区检察

院创建无障碍设施公益诉讼监察机制，

确保从施工之初保障无障碍设施满足残

疾人的出行需求。

聚 焦“ 数 智 赋 能 ”，南 岸 区 还 尝 试

为 残 疾 人 提 供 数 字 化 服 务 ，提 升 残 疾

人生活品质。最近，王智勇打开电视，

第一次“看”了一场电影。王智勇是一

名视力残疾人，这么多年，只能听到电

视 里 的 声 音 ，却 无 法 想 象 电 视 画 面 ，

“ 现 在 ，在 智 慧 残 联 服 务 平 台 上 ，有 专

门 针 对 盲 人 的 解 说 员 ，我 也 能‘ 看 ’电

视 了 ！”不 仅 如 此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上 定

期 推 送 的 针 对 残 疾 人 的 政 策 ，让 王 智

勇掌握了一手信息。

现在，作为一名盲人按摩师，王智勇

每个月的收入足以支撑日常所需。“每年

还有 5000多元的盲人扶持资金，再加上残

联定期举办的按摩培训课，手艺好了，收

入也能提高不少。”王智勇说。

“接下来，我们还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助残扶残服务，加大对助残社会组织的扶

持力度，鼓励、引导个人和社会组织为残疾

人福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罗家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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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特殊群体基本生活（下）R

邻里间的相互帮衬，有
人先迈一步，自然就会有更
多人跟上

■民生观R

核心阅读

多元主体参与志愿服
务，满足老年人多样需求；
量身定制帮扶政策，确保
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提供
岗位、提升技能，立足长远
帮扶残障人士……各地不
断优化政策措施，关爱老
弱病残群体，让他们的生
活更安心更暖心。

本版责编：商 旸 白真智 罗阳奇

“曹大夫，我感染新冠好几天了，现

在 浑 身 没 劲 ，感 觉 心 慌 ，能 给 我 看 看

吗？”2022 年 12 月 31 日，河南省鹤壁市

牟山社区的张广太老人拨通了社区医

生曹秋玲的电话。接到电话后，曹秋玲

喊上同事郝淑芬直奔老人家中，量血

压、测血氧饱和度、做心电图……一系

列检查后，曹大夫宽慰老人：“大爷，您

的血氧饱和度不错，关键是调整好心

态，好好休息。”曹秋玲加了老人微信，

并把他拉入自己建的医患微信群，“群

里我会分享一些文章和小视频，告诉大

家感染后的注意事项。有情况随时在

群里说，我会及时答复您。”

曹秋玲告诉记者，每个基层社区

（村）都有这样的医患微信群。群内至

少入驻 1 名县级医院医生、1 名乡镇卫

生院医生及 1 名社区（村）管理员，通过

线上线下问诊，即时为患者解疑释惑，

让群众吃下“定心丸”。

鹤壁市充分发挥卫生健康系统主

力军作用，夯实市、县、乡、村医疗卫生

服务“四级网络”，大力开展健康促进

与教育工作。鹤壁市卫生健康委党组

书记、主任璩凤英告诉记者，鹤壁实施

1+4+N 工作模式，不断建设以市健康

教育所为龙头、市县级医院为重点、乡

镇 卫 生 院 和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为 补

充、村卫生室为网底、N 种健康教育形

式共用的服务新格局。

“我们将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到

‘保健康、防重症、强救治、优服务’上，

积极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努力保障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璩凤英说。

“59岁感染新冠，需要紧急救治……”

2022 年 12 月 28 日，浚县善堂镇卫生院

接到史小寨村医打来的急救电话，村

民许建坤需要紧急救治。镇卫生院急

诊科医护人员经检查发现患者病情危

重后，立即与上级县医联体医院会诊，

会诊建议转至市级医院。善堂镇卫生

院通过绿色通道，将患者直接转运至

鹤壁市人民医院。由于转院及时，患

者得到紧急救治，目前病情稳定，已从

重症监护室转至普通病房。

当前，鹤壁 21 家发热门诊、38 家发

热诊疗室应设尽设，应开尽开，24 小时

开放。各医疗机构畅通急诊科、透析

室、孕产妇和儿科绿色救治通道，针对

运转负荷较重的呼吸、儿科、重症医学

科等，加强人员调配，增加接诊能力，

针对部分基础病较重的肺炎患者，积

极开展多学科会诊和综合救治。

鹤壁市还加强重症医疗资源储备，

统筹全市 ICU 资源，改造其它专科 ICU
床位，积极储备一批可转换 ICU 床位；

主动组建多学科医疗团队，开展重症医

学专业培训，进一步提升综合救治能

力；发挥三级综合医院核心作用，重症

资源下沉到基层，由市人民医院、浚县

人民医院、淇县人民医院分别负责城区

和辖区急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多科室

关口前移，最大程度化解就诊高峰。

充分调动市、县、乡、村医疗卫生资源——

河南鹤壁用好“四级网络”保护群众健康
本报记者 朱佩娴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村庄、社区，为老年人、孕产妇、慢性病人提供上门

服务，守护百姓健康。图为家庭医生在淮阴区双庄村指导村民用药。 赵启瑞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