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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实事 解民忧
一线探落实

R
核心阅读

■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不平凡的人生R

红烧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地三鲜……

自助餐架上，十几道菜品荤素搭配，散发着诱

人香气。上午 10 点半，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

区蒲雅社区长者食堂准时开餐。

“社区 60 岁以上老人有 900 多人，老人吃

饭的方便性是个难题，诉求比较集中。”蒲雅社

区党委书记关丹阳说，在上级部门协调下，社

区引入同属于沈北新区的财落一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以保本微利模式经营社区食堂。

“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吃饭成了麻烦。”

今年 70 岁的居民周英霞说，自从 2023 年 3 月

社区食堂运营后，几乎每顿都在这里解决，“一

荤两素一汤 12 元，两荤两素一汤 15 元，60 岁

以上还有折扣，经济实惠”。

“近年来，不少老年人反映‘做饭难’‘买菜

难’。”沈阳市民政局局长孙海燕介绍，据统计，

当 前 全 市 户 籍 60 周 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为

224.3 万，占比达 29.4%。

如何尽快解决老年人从“菜篮”到“舌尖”

的烦心事？2023 年以来，沈阳市将破解老年

人特别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就餐问题作为养老

领域重点事项，通过建设老年人助餐点，为广

大老年人和其他有助餐需求的群众，提供方

便可及、营养卫生的助餐服务。

“目前全市共建成老年人助餐点 316 个，

每月提供助餐服务超 30 万人次，其中服务老

年人占比约 40%，初步形成了助餐服务网络，

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吃出‘幸

福味道’。”沈阳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

利处处长张葛说。

“ 为 满 足 老 年 人 多 层 次 、多 元 化 服 务 需

求，我们鼓励多元化经营主体参与、打造‘养

老服务机构+助餐’‘中央厨房+助餐’‘农村

经济组织 +助餐’等多样化服务场景。”张葛

介绍。

在和平区马路湾街道，电业社区携手振兴

社区、长兴社区、铁厦社区，与辖区内的专业养

老服务企业怡园长者照料中心签订“邻里伙

伴”共建计划，共同开办了面向 4 个社区、覆盖

周边 1 万人口的怡园社区食堂。“我们会提前

将一周菜谱发至居民群，提前一天开展订餐服

务，按需备餐，目前日均助餐 130 余人次，其中

服务老年人占比 53%，已实现盈利。”怡园社区

食堂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推动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沈阳市从

资 金 、政 策 等 方 面 强 化 服 务 保 障 。 与 此 同

时 ，沈 阳 各 县 区 以 政 策 为 杠 杆 ，推 动 社 会 力

量 和 慈 善 组 织 加 入 助 餐 服 务 事 业 中 ，探 索

“政府补一点、社会捐一点、企业担一点、个

人 出 一 点 ”的 模 式 ，对 特 殊 困 难 老 年 人 就 餐

给予资助，实现困难老年人免费就餐或更低

价格就餐，把公益事业落实到解决群众的刚

需上来。

去年 12 月底，沈阳市老年人助餐地图正

式发布，全市居民都可以参考地图寻找老年人

助餐点就餐。“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群众需求和

运营情况对助餐点进行动态管理，提升助餐服

务社区覆盖面，同时进一步规范助餐点服务标

准、加强指导监管，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

题。”孙海燕说。

沈阳建成助餐点316个，每月提供助餐服务超30万人次

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
本报记者 郝迎灿

早 上 8 点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桥西区裕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

开门，儿童保健科就迎来了首位

就 诊 者 。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主

任、儿童保健医生罗波起身相迎：

“张姐，带小孙女来体检啊！”

洗手消毒，搓热手掌……54
岁的罗波接过孩子，先测量身长、

体重，再拿出听诊器听听心肺部

有无杂音，最后轻轻牵拉孩子的

胳膊和腿，测测孩子的神经动作

发育情况。“体重有点轻，不过整

体发育没问题，回去给孩子少食

多餐。”罗波嘱咐道。

“行，谢谢罗医生！”张姐名叫

张晓芬，今年 57 岁。 2003 年，她

和家人搬到裕西社区后，就常带

着儿子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

取药。如今，罗波又成了她小孙

女的“健康守护人”。20 年时间，

守护了两代人的健康成长，张晓

芬打心里感激。

张晓芬记得，儿子还小时，有

一次半夜高烧，当时夜里上医院

看病很不方便，罗波一听孩子生

病了，背着医疗箱就上了门。现

在除了孙女定期身体检查，张晓

芬和家人有什么不舒服都会咨询

罗波。“罗医生解答及时又耐心，

有她在，我们很安心。”张晓芬说。

从 1990 年至今，罗波见证了

辖区内成千上万个孩子的健康成

长。“过去来找我看病的孩子，现在

都成了父母，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找

我看病。能够见证并守护生命的

延续，我觉得特别幸福。”罗波说。

临近中午，等候就诊的孩子还

有不少。罗波不厌其烦，拿着小红球、音叉等工具挨个仔细

检查，确保不错过孩子生长发育的每一处细节。

在所有检查项目中，罗波最重视新生儿的神经动作检

查。“神经动作发育是新生儿成长过程中的第一道关卡，会

影响孩子的一生。”罗波说。30 年前的一次坐诊中，罗波

在为社区婴幼儿做常规体检时，发现一个早产儿的胳膊、

手都没有力气，而且反应迟缓。罗波察觉到异常，立刻做

了进一步检查，发现孩子的神经动作发育迟缓。“必须马上

去医院检查，一刻都不能耽搁。”在罗波的嘱咐下，孩子的

家人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去往一家三甲医院检查。结果显

示，孩子有轻度脑瘫。“幸亏发现得早、干预得及时，没有错

过最佳治疗时机。”罗波说。

日常坐诊之余，罗波还会带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

人员，定期开展送医上门服务。针对辖区内低保、空巢老人、

残疾人、特困职工等特殊困难群体，还开展了“助康、助医、助

救”活动，逐户逐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023年以来，累

计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12316人次，上门服务近 2000人次。

扎根基层，罗波也先后获得了“石家庄市劳动模范”

“全省为民服务创先争优行业服务标兵”等荣誉称号。“我

将继续扎根社区，发挥好自己妇幼保健专业的专长，做社

区居民满意的‘健康守护人’。”罗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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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1月 16日电 （记者洪秋婷）近日，记者从

广东省总工会获悉：广东已建成 15985 家工会户外劳动

者爱心驿站（以下简称“工会驿站”），在高德、百度地图上

点位累计达 26114 个。

据了解，广东的工会驿站不仅解决户外劳动者“吃饭

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现实问题，还提供免费理

发、体检、心理咨询、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服务，部分条

件优良的工会驿站还可举行视频会议、进行幼儿托管等，

并结合广府、客家、潮汕等特色文化，打造集休息、休闲于

一体的多功能服务阵地。

近年来，广东省总工会充分发动银行、邮政、公交、新

华书店等相关爱心单位参与工会驿站建设，形成了“工会

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务实高效”的工作格局。

广东建成约1.6万家工会驿站

罗波（左二）正在安抚准备接种疫苗的儿童。

李 惺摄（人民视觉）

物管会成了管家平台，人人参与小区管

理，激发居民主人翁意识；开设财务共管账户，

财务服务“双监督”，居民交钱又管钱；修缮基

础设施，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民生难题；涌现

一批先锋人物，发挥引领带头作用，营造和谐

互助社区文化……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积极探索老旧小区的长

效管理问题，形成“党组织主导、物管会自管、

业主参与”的微型无物业小区管理模式，调动

起居民共商共管小区的积极性，为社区居民创

造更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

没人管事怎么办？

物管会成了小区管家

随着“啪”的一声巨响，一块三四米长的水

泥墙皮从七楼房檐脱落，砸向楼下长凳旁的居

民。墙皮落地后飞溅起细碎石块，划破了王晋

武妻子的脚背，他现在想起来仍然后怕：“当时

真给我吓坏了，要是砸到头上可不得了！”

太原市小店区馨园小区始建于 2006 年，

房檐下的水泥墙皮因年久失修风化松动。王

晋武随即向物业公司提出解决房檐墙皮脱落

的问题，但物业公司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维

修。长期以来，物业公司在维护环境卫生、日

常服务管理等方面与居民的期待相差甚远。

久而久之，形成了“物业公司不服务，业主不愿

意交物业费，没有物业费就无法服务”的恶性

循环。

2021 年 8 月，在永康北路社区的协调下，

物业公司退出馨园小区。大多数居民不同意

再请新的物业公司，新的难题摆在面前：小区

谁来管？

永康北路社区党委书记康俊萍心里直发

愁，这时，高会生等几位热心居民找到社区：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暂时管起来！”

这一番话启发了康俊萍：能不能以馨园

小 区 为 一 个 突 破 点 ，让 居 民 自 己 当 家 管 理

小区？

于是，由 13 名管理意愿强的居民担任物

管会临时筹备组成员，第一件事就是修缮小区

房檐，保证居民日常安全。修缮工程开工后，

小区的变化居民都看在眼里，陆续将物业费交

到临时物管会：“原来咱自己管理了，反映的问

题马上就能解决！”

短短十几天后，全部破损房檐修缮完毕。

原先水泥脱落的房檐，如今都被重新加固整

修，王晋武终于能放心让孩子在小区楼下玩

耍了。

眼见临时物管会的模式奏了效，永康北路

社区党委、网格支部在征求全体业主意见后，

牵头成立物管会筹备组，明确业主代表资格要

求、推荐方式、委员产生程序等内容，广泛动员

业主积极参与，进行大范围公开报名。在党小

组推荐、群众举荐和个人自荐的基础上，提出

物管会初步人选名单，报街道党工委资格审核

后，经全体居民投票选举产生物管会。经公示

后，馨园小区物管会正式成立，并同步建立党

支部，由康俊萍兼任物管会支部书记，推进小

区精细化管理。

没钱办事怎么办？

财务服务“双监督”

记者看到，在馨园小区一进门右侧的玻

璃陈列橱窗里，“财务公开栏”下张贴着 2023
年 12 月“ 馨 园 小 区 物 管 会 工 作 人 员 工 资 补

助表”“馨园小区支出明细统计表”等各项支

出的表格。

“选好‘关键人’以后，接下来就得办好‘关

键事’，办好‘关键事’必须先定制度，物管会要

用制度管人，用制度办事。”康俊萍指着各项财

务表单介绍。

物管会成立后，聘请了 3 名居民分别承

担 小 区 管 家 、会 计 和 出 纳 员 的 工 作 ，招 聘 保

安、保洁人员共 4 人，并同步制定物管会议事

规 则 、小 区 管 理 规 约 以 及 财 务 管 理 、停 车 管

理、保洁、门卫、物业服务承诺等 7 项制度，张

贴 在 小 区 物 管 会 办 公 室 的 墙 上 ，确 保 规 范

运行。

在众多制度设计中，最让居民放心的是财

务制度的“双监督”模式。

物管会开设了一个共管账户，由 1 名专职

网格员、1 名物管会成员、1 名业主代表组成财

务监督小组，代表全体业主对财务收支进行监

督，维修基础设施或为员工发放工资时，需要

三方同意才能取出钱款。同时，每月按时公布

物业费收支情况。“大到院落整修、小到购置扫

帚，每一笔支出都进行公布。”社区网格员王

霞说。

除了通过财务监督管花钱，居民还能通过

服务监督保质量。物管会列出基础服务清单，

向居民作出服务承诺。居民监督物管会承诺

的履行情况，既可随时向物管会提出意见，也

可在每季度单元长扩大会议上，对物管会履职

情况进行评议。

在“双监督”模式下，居民对所交物业费的

使用和物业服务情况心知肚明，都愿意花钱办

自己家的事，按照每月每平方米 0.8 元缴纳物

业费，并自筹资金 19.8 万元，解决了楼宇对讲

门更换、音乐喷泉维修、运动场地改造等多年

悬而未决的问题。

王晋武笑着说：“现在，每一笔钱都是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做的都是服务咱老百姓需要

的工作。”

大事小情怎么管？

营造和谐互助小区文化

“范师傅，家里没电了，我们也不敢动，您

方便来看看吗？”

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范根通拎起工具

箱，转身下了楼。他来到小区 2 号楼居民家

里，打开电箱检查跳闸原因，发现跳闸开关损

坏。待居民买回配件后，范根通把新的开关配

件换上，居民家里的电力恢复正常。

范根通今年 60 岁，留着平头，皮肤黝黑，

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党员。原先他在部

队里负责发电工作，是电力维修的一把好手。

暖气片跑水、电力维修……居民家里的小事，

都是范根通心里的大事。每个月他都会跑上

三五次，帮小区里的居民免费维修。

“都在一个院里住着，俗话说‘远亲不如近

邻’，大家如果需要帮忙，我就主动往前靠，力

所 能 及 地 做 点 小 事 情 ，不 值 得 一 提 。”范 根

通说。

在小区喷泉对面的宣传栏里，展示着范根

通等几位党员的先进事迹。“小区不光是老百

姓居住的家园，也是精神家园，有着和谐互助

的精神内核。”康俊萍介绍设立宣传栏的由来，

既让默默奉献的人找到了情感认同，有了归属

感和自豪感，也让居民记住了为小区无私服务

的人，用先锋人物的感染力带动更多居民投身

小区建设。

“老旧小区其实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个居

民都希望自己的小区越来越好，只是过去缺乏

载体，现在搭建了物管会的平台，营造了党员

主动亮身份、甘于奉献的氛围，谁家有什么事

情都主动去帮忙，久而久之居民参与小区管理

的积极性就高了，也有了主人翁意识。”小店区

委组织部部长王黄林说。

去年 12 月 15 日，太原市普降大雪。范根

通看着厚实的积雪，担忧上班上学的居民不好

出门。于是，早晨 5 点半他就出了家门，拿着

铁锹开始铲除积雪。20 分钟后，小区里的居

民见范师傅一人独自扫雪，也陆续加入进来，

四五个人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将小区主路上的

积雪清扫完毕。

“物管会自管的模式解决了老旧小区没有

人管的问题，经过时间证明是完全可行的。今

年，我们将按照‘典型引路、示范先行、整体推

进、全域提升’的总体思路，往更加精细化的方

向推进工作，推广一个小区就验收一个，持续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王黄林说。

截至目前，馨园小区的“物管会自管”模式

已经推广到太原市小店区 121 个无物业小区。

山西太原小店区破解无物业老旧小区管理难题—

社区建立平台 人人参与管理
本报记者 何 勇 马睿姗

没有物业公司，社区服务
谁来做？提供服务的人和钱
从 哪 里 来 ？ 如 何 加 强 监
管？……第二批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针对无物业老旧小区的管理
服务问题，积极探索，大胆实
践，形成了“党组织主导、物管
会自管、业主参与”的管理模
式，营造和谐互助的社区文
化，走出了一条有效管理、长
效管理的新路。

本报合肥 1月 16日电 （记者罗阳奇）记者日前从安

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为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

向，确保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安徽省今年将开展 10 项公

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据悉，安徽省将精心安排高校毕业生活动，创新部署

“招才引智高校行”“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促进更多高校

毕业生来皖在皖就业创业。重点开展“民营企业服务月”

“金秋招聘月”，发挥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主渠道作用，助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安徽将开展10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1 月 16 日 ，江 苏 苏 州

迎来冬日暖阳，气温明显

回升，颇具特色的江苏苏

州平江路水巷“水上游”特

色项目深受青睐，游客乘

坐手摇小木船水巷观光，

在船工的吴歌声中饱览姑

苏“ 小 桥 、流 水 、人 家 ”美

景，别有一番意趣。

王建康摄（影像中国）

姑
苏
水
上
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