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守老人——

享智能服务
过安乐生活

冬日清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

拉尔区，最低气温已达零下 40 摄氏度。但在

东山街道林海社区的老年人文体娱乐活动室，

今年 64 岁的司爱国老人正擦着汗坐在长条椅

上休息，“刚过完年，我们林海社区老年走秀队

准备排练一个新节目。新年要有新风貌嘛！”

林海社区常住 11632 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

年人有 2243 人。“我们建设了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提供助餐、助医、助洁、助急、助行、助浴等

服务，打造智慧养老服务调度平台。”社区党支

部书记张义红说，“通过条块联动、资源整合，

推动老龄事业发展，提升辖区老人幸福指数。”

2021 年，林海社区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

龄办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司 爱 国 和 老 伴 属 林 海 社 区 最 早 一 批 居

民，“感觉老年人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我们的

满足感也越来越强。”儿子常年在 1000 多公里

外的呼和浩特工作，在照料身体不好的老伴

的同时，司爱国的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

“我喜欢骑车，天气允许的话，每天都会骑上 5
公里。还经常会来老年人文体娱乐活动室，

跟老姐妹们打打太极拳，练习模特走秀。”

中午 11点，司爱国拨通了东山街道为老餐

厅的电话，给自己和老伴预订了午饭。“为老餐厅

的饭菜价格实惠，我跟老伴中午一顿饭也就 10
多元。他们的饭菜比较清淡，老人们都很喜欢。”

来到为老餐厅，地面全部铺设了防滑瓷

砖，几位刚刚吃完午饭的老人正在餐厅的洗

消区洗着自带的餐具。张义红告诉记者，餐

厅针对老年人的营养需求设置每日健康食

谱，老人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群进行点餐，送

餐范围覆盖东山街道所有居民小区。

在为老餐厅旁边，是东山街道的智慧养老

服务调度中心，大屏幕上，每个老人的个人信息、

实时位置、健康情况一目了然。张义红说，“我们

通过给老人发放智慧手环，把每个老人的信息汇

总到这里。独居老人、留守老人身体出现异常

时，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掌握，远在外地的子女也

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查看老人的实时状态。”

吃完午饭，司爱国回到家中小憩一会儿，敲

门声传来。司爱国开门一看，原来是社区网格

员魏娜带着工人上门，“司大姐，我们来给你家

里安装助力扶手。”魏娜告诉记者，此前他们通

过入户走访，发现老年人普遍存在如厕后起身

困难的问题。“我们随即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家中安装助力扶手，目前已经安装了 61户。”

不一会儿，扶手安装完成，司爱国拉着魏

娜与工人师傅坐下，给他们倒上热水，“太感

谢了，你们真是事事都想到我们前头。我们

老年人的生活真是一天比一天幸福。”

留守儿童——

有爱心妈妈
得全面关爱

下午 6 点，重庆市永川区陈食街道卢家岩

村妇联主席吴志玲忙完手头工作，顾不上喝

一口水，用袋子装上早早打印好的一沓资料，

就骑着电动车出了门。

“村里的留守儿童曾怡嘉、曾俊宇，一个

11 岁一个 10 岁，我是他们的爱心妈妈。”吴志

玲说，一得空，她总要上门去孩子家里转转。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陪

伴，我至少每周都要上门走访一次。”

上次分别时，孩子们无意间提到，家里没

法打印网课资料，这次上门，吴志玲特意带上

整理好的学习资料。

还没走进曾怡嘉姐弟家，吴志玲就听见

一声清脆的呼唤，“吴孃孃，你来啦！”

走进家门，姐弟俩端端正正坐在四方桌

上，认真写着寒假作业，奶奶杨秀清站在孩子

们身后，不时纠正一下孩子们的坐姿。

看见吴志玲的到来，孩子们欣喜地迎上来。

“妈妈，我想你回家陪我买新衣服。”“爸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隔着吴志玲的手机屏幕，姐

弟俩见到了在外地的父母。因为父母离异，且

长年外出务工，姐弟俩长期跟着奶奶生活。

“物质上姐弟俩都有保障，我更关心娃娃

们的心理状态。”姐弟俩对父母的想念，吴志

玲都看在眼中。“以后我要更多地参与他们的

课外生活，陪他们去学校参加活动，补齐父母

不在身边的遗憾。”

“奶奶，娃儿还缺啥不？下次我给带过

来。”临走前，吴志玲东看看、西瞅瞅。

“都有啦！”奶奶笑着说道，“到我家的路面

以前没有硬化，一遇到下雨就很泥泞。现在小

康路连到房前，车辆可以直接开到院子里，孩

子们上学、放学可方便了。今年就希望在你的

帮助下，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再前进几名。”

近年来，永川区深入实施困境儿童关爱

项目，组建起爱心妈妈队伍。每一名困境儿

童明确一名村、社区妇联干部担任“爱心妈

妈”，全区 350 名困境儿童实现结对帮扶全覆

盖，并健全日常关爱的制度保证——由爱心

妈妈一对一落实“六个一”举措：每周与孩子

见面了解情况；每半个月与孩子一次谈心；每

月与监护人交流一次；每季度与班主任进行

一次沟通；每学期陪伴参加一次亲子活动；每

年陪孩子过一次节。

永川区妇联主席周霞表示，除“爱心妈

妈”之外，永川区还将打造“巾帼志愿者”与

“心理咨询服务团队”两支队伍，为困境儿童

及家庭提供学习指导、生涯规划、心理疏导等

多种形式的关爱，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留守妇女——

获政策扶持
能增收致富

正月初七清晨，冯万芳哼着小曲，骑上

电动车，直奔段庄村，不到 10 分钟，来到彩丝

带“共富工坊”工艺品加工车间。她是山东

省夏津县东李镇刘兴裕村村民，今年 43 岁，

丈 夫 常 年 在 外 打 工 ，她 留 守 老 家 ，照 顾 家

人 。“ 俺 也 想 外 出 找 点 活 ，但 舍 不 了 一 家 老

小。”冯万芳说。

盼着盼着，工作就送到家门口。去年，隔

壁段庄村建起了彩丝带“共富工坊”，冯万芳

老早听到消息，一招工，立马报名。经培训，

冯万芳实现了就地就业。

“一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不耽误接送孩

子，平均每天到手 60 多元，一个月能拿 1800
元 左 右 。”冯 万 芳 说 ，2022 年 她 攒 了 1 万 多

元。手里有了闲钱，冯万芳时常改善家庭伙

食，还盘算着给孩子报上兴趣班。

夏津是传统农业大县，壮劳力外出打工

多，像冯万芳这样的留守妇女不在少数。

深入挖掘农村本土资源，留守妇女也能

增 收 致 富 。 夏 津 有 260 多 家 工 艺 品 生 产 工

厂，其中，草柳编、布绒玩具、工艺蜡烛等工

艺 品 远 销 欧 美 、东 南 亚 等 的 5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区。

去年，夏津县妇联整合县域内手工、纺

织 、电 商 、家 政 、种 植 、养 殖 六 大 资 源 要 素 ，

开展企业观摩、就业创业培训等活动，培育

了 一 批“ 飞 花 巾 帼 创 业 项 目 孵 化 基 地 ”，既

能 提 供 技 术 培 训 、业 务 指 导 ，还 能 提 供 订

单。彩丝带“共富工坊”是孵化基地第一批

成 功 项 目 ，如 今 已 累 计 孵 化“ 共 富 工 坊 ”30
个 ，带 动 2000 多 名 留 守 妇 女 实 现 家 门 口

就业。

既能就业，也能创业，给能力突出的妇女

更大舞台。“今年，我们还要在全县培养基层

女性致富带头人 100 名，设立企业基层加工点

100 处，为 6000 余名村（社区）妇女解决家门

口就业问题。”夏津县妇联主席王艳坤说，现

在政策“大礼包”已经出台，各类低息贷款、补

贴、培训正落地见效。

“扶持一个‘半边天’，就能带富一片天。”

夏津县委书记沙淑红说，“夏津将积极打造留

守妇女一刻钟就业圈，方便留守妇女家门口

就业，也方便企业厂门口招工，实现留守妇女

增收有门路，企业稳产有效益。”

“现在，村里老少媳妇都有事干，心情好

了，日子很充实。”冯万芳说，“今年加油干，再

多挣点才好哩！”

生活照顾、结对帮扶、助力增收，各地留守人员获得更多保障——

帮扶更周到 日子更安心
本报记者 翟钦奇 王欣悦 王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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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智慧养老服务调度
平台，为老服务精细化、丰富
化；结对帮扶全覆盖，健全日
常关爱制度；深入挖掘农村
本土资源，在家门口实现增
收致富……各地出台一系列
政策，让留守人员的生活更
安心、更精彩，对新的一年充
满期盼。

■说说新年新期盼③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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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上的水壶烧得“咕嘟”响，55 岁的周国

林起身沏了一杯茶，又坐回炕头。听儿子讲

完城里买房的打算后，他二话不说掏出一张

银行卡，右上角印着 3 个醒目的字“陇明公”，

“卡里有 10 万元，你先拿去用。”

家住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高坝镇同益村

的周国林，大半辈子在工地务工，身材魁梧、

皮肤黝黑，“不怕吃苦受累，就怕活干完不给

钱，以前没少吃亏。”周国林说。过去，一到年

底，老周便四处奔波，不是办年货，而是讨薪

水，有时甚至住在项目方的办公室，“就是等，

也要把钱等到手。”

近些年，凭借过硬技术和管理经验，他的

月工资涨到了 7000 多元，却再也不烦“薪”忧

“酬”，每年还能存下四五万元，老周的底气从

何而来？2020 年 4 月，“甘肃省农民工工资支

付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并取“农民工”的

谐音，把平台命名为“陇明公”，为陇原大地的

农民工提供“明晰、公开、公正”的工资支付

服务。

“平台将全省在建工程项目以及农民工

实名信息、考勤等内容纳入系统动态监管，由

施工总承包单位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缴纳保证金，解决‘钱从哪来、该发多少、谁来

兜底’等问题。”甘肃省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主

任张晓东表示，我们与 9 家银行合作发行“陇

明公”专属联名卡，通过专用账户流水来判断

是否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及时发现欠薪风险

隐患。

每天上午，定西市岷县人力资源和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副队长吕旭东到办公室的头一

件事，就是打开“陇明公”平台，查看有无预警

信息。“一旦出现欠薪隐患等异常情况，平台

就立即触发预警，提醒我们依法快速处置。”

吕旭东说。

根据甘肃省人社厅发布的“预警信息处

置 暂 行 办 法 ”，平 台 依 照 不 同 种 类 和 事 项 ，

对 预 警 信 息 由 高 到 低 分 成 三 级 ，并 明 确 相

应的处置原则。以最高级Ⅰ类红色预警为

例 ，人 社 部 门 收 到 预 警 信 息 后 ，即 联 合 住

建、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领域主管部门及

金融机构，督促施工单位在 5 个工作日内进

行整改。

去年 8 月，一则凤合高速岷县段项目未支

付上月工资的预警信息突然跃上平台，正在

执法的吕旭东心头一紧。“这是去年全县最大

的投资项目，现场施工的农民工有 1100 多人，

出了岔子可不得了。”吕旭东抓起电话便打给

项目负责人，“好在虚惊一场，他们财务流程

更新，承诺月底便足额发放。”

据了解，“陇明公”平台采用“政府主导、

企业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建设运行，上

线以来，相继补充完善了实名制管理、分账制

监控和预警系统，同时将工资支付情况横向

在政府部门和银行之间共享，纵向实现省、

市、县三级共享，达到农民工工资支付流程

“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网、管理一条线”的

目标。

“如果说预警系统将过去的被动清欠转

换为主动防欠，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则为劳动

者维权创造了便捷途径。”平台建设运营单

位、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育红介绍，去年公司利用信息化手段，新开发

了投诉举报小程序，农民工可扫码反映欠薪

线索，实时查询案件办理进度，打通农民工欠

薪维权“最初一公里”。

数据显示，自“陇明公”平台开发建设以

来，甘肃省已将 8762 个工程建设项目纳入平

台实施监管，实名录入 114 万名农民工信息，

监督发放 88.7 万名农民工的 209.2 亿元工资；

受理欠薪投诉案件 1.2 万余件，帮助 3.8 万余

名农民工解决了欠薪问题。“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依托数字平台，强化源头治理，切实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张晓东说。

甘肃以信息化建设保障农民工工资

抓源头治理 破欠薪顽疾
本报记者 赵帅杰

春节过后是求职、招

聘的高峰期。各地举行人

才招聘会，吸引众多求职

者前来应聘。2023 年“好

年华 聚福州”春季高校毕

业生大型招聘会采用“线

上+线下”形式，中共福州

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等主办单位

共组织 459 家企事业单位

提供近 2 万个岗位供应聘

者挑选。

图为 1 月 31 日，应聘

者在招聘会现场了解招聘

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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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周边的医院、学校、商超等

配套越来越成熟，交通越来越便利，一

点没有后悔当时的选择。”5 年前，一家

几口挤在市区一室户老房子里的张维

民通过申请经适房，搬到了位于上海

浦东惠南镇的民乐大居丽冬苑。当初

从市中心搬到“郊区”的种种不适早已

远去，谈笑间都是对新家园的自豪和

热爱。

用高标准让业主满意

上海中心城区改造持续推进。为

解决动迁居民安置难题，2010 年，上海

提出在郊区建设大型保障性住房基

地，探索市区联合、成片开发、边储边

供的保障房开发模式。

惠南民乐大居是上海市级大型保

障房基地之一，规划用地面积 6.04 平

方公里，规划总建筑面积 595 万平方

米，涵盖 39 个小区，规划导入人口超

过 16 万人。“怎么才能让习惯了市中

心便利生活的居民在这里住得安心、

舒心？”中建八局申拓公司助理总经

理、惠南民乐大居项目负责人魏伟，自

从 10 多年前第一次踏进惠南镇，就一

直在问自己和员工这个问题。

“南北通透、方方正正、高得房率

的房型设计，是当初在众多保障房项

目 中 ，选 择 惠 南 民 乐 大 居 的 主 要 原

因。”回忆选房情景时，居民朱惠萍和

张维民不约而同地说。

“我们每年都会对居民进行满意度

调查，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后续设计和

服务。”对每一点改进，中建八局申拓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赵玮都如数家珍：

在一期交房后的调研中，居民对小区绿

化提出诉求，在二期的保障房设计中，小区就加强了园林景观

的设计；到三期四期，又重点对建筑外立面进行了改进……

以商品房标准打造“设计最优、质量最佳、速度最快、环

境最美、服务最好”的“五好”保障房，是申拓公司开工伊始

便定下的标准。严把施工质量关，民乐大居在施工过程中

坚持样板引路、科技融入，经过 11 年的建设，一栋栋高楼拔

地而起，一条条公路四通八达，学校、医院、体育中心、托老

所等 42 万平方米的公建设施相继投运，便民配套设施一应

俱全，超过 10 万名业主在这里安家。

用良性沟通建和谐社区

搬来伊始，最让张维民不习惯的是交通不便，从小区到

地铁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他很头疼，他便跑去居委会和物

业办公室，将自己的不满和建议都一股脑倾诉出来。

在一次次的沟通中，他眼看着社区交通网越织越密，通

过配建多个公交首末站，问题已经解决。2022 年 1 月，位于

民乐大居内的拱亮路正式通车，这意味着大居内部东西走

向又多了一条快速通道，社区惠民道路数量达到了 33 条。

“现在小区门口便是直达地铁站的接驳公交车，真的非常方

便。”张维民说。

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民乐大居设有民乐

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和 23 个居委会。同时，申拓公司于 2016
年率先在保障房社区成立了客户关系中心，在小区建设完

毕后，专门用来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针对居民反映的电瓶车无处充电和停放问题，客户关

系中心经调研后，从公司资金中挤出数十万元安装露天停

车棚和充电桩，最终妥善解决了小区电瓶车问题。“类似的

问题我们在处理的同时还会将其反馈到项目组，从规划设

计阶段研究优化，避免在后续社区的开发中出现。”魏伟说。

传统节假日和每月固定日期，社区都会举办主题活

动，让动迁居民感受邻里社区间的热络。入住民乐大居

近 5 年的朱惠萍说：“当初担心人生地不熟，搬来后发现

有 什 么 问 题 都 可 以 找 物 业 ，他 们 都 会 积 极 帮 助 解 决 ，社

区里还有国画、剪纸、插花等活动，让我们觉得住在这里

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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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 月 31 日电 （记者孙海天）2023 年春节假

期，海口接待游客近 1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2%；实现旅游

收入 15.77 亿元，同比增长 22.1%。面对春运后出现的进出

岛高峰，海口市多措并举用心服务，推出系列便民利民服

务举措，保障节后春运返程平安有序。

为确保航线畅通，民航海南空管分局落实 24 小时不间

断值守制度，优化调整双跑道运行模式，根据航班动态调

整起降方式，确保航班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同时提升航班

正常率。据统计，春节期间，民航海南空管分局指挥海口

美兰机场航班 3500 多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0%；运送旅

客约 51.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3 万人次。

为保障琼州海峡水上出行安全，海口海事局指导港口

企业实施了船舶进出港新组织模式，新海港吞吐能力由过

去的单日进出港最多 162 个航班，提高到 188 个航班，效率

提高约 16%。琼州海峡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启动三级应急

值班机制，增设客滚航线专台。截至 1 月 27 日，琼州海峡

过海旅客达 202.3 万人次、车辆 52.2 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

54.3% 和 43.6% ，较 疫 情 前 的 2019 年 春 运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20.2%和 34.9%。

2023 年春运期间，团海口市委、各团区委在机场、码

头、火车站、动车站等各大交通枢纽开展春运青年“暖冬

行动”，开展咨询指引、票务协助、行李搬运、车辆预约过

海等服务满足旅客实际需求。“只要港口还有待渡车辆，

志愿服务活动就会持续开展下去。”共青团秀英区委副书

记杨智介绍。此次志愿活动在海口三港及其周边设立了

7 个志愿服务点，每天分 3 个班次为过海旅客提供 24 小时

服务，累计组织志愿者 1900 余人次上岗，服务旅客 70 多

万人次。

海南海口——

多措并举服务春运
保障旅客出行平安

■2023春运一线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