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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脸识别、一键直达，自从楼栋加装电梯

后，五层住户徐大伯总算能推着 90 岁行动不

便的老母亲下楼晒太阳了，“以前母亲只能坐

在家里看看窗外，现在下楼方便了，生活品质

提高不少。”徐大伯说。

徐大伯所在的和睦社区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和睦街道内典

型的老旧小区。“房子老、老产业工人集聚地、

老年人口占比 36%。”和睦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周呈介绍，如今，社区符合电梯加装

条件的 120 个单元中，已成功加装 60 台。

多方努力，确保群众满意

2017 年 11 月，杭州首台加装电梯落地，

有加梯需求的老旧小区居民有了新解法，但

随后的工作推进却遇到困难。

“过去受限于一票否决制，只要一户不同

意，工作就无法推进。”和睦街道加梯办负责

人汪国平说。2021 年 4 月开始，杭州在国家

政策指导下，出台了电梯加装新举措，参与、

表决同意达一定比例后，即可加装电梯，促进

了加梯工作的快速平稳推进。

不过周呈坦言，想要顺利加装电梯，“自

上而下”推进真不如“自下而上”配合，“初期

由社区上门做工作，老百姓有时会有顾虑，后

来我们转变思路，社区负责搭建平台，让居民

中的热心人去做群众工作，社区做好配合，效

果反而更好。”

在和睦社区，说起电梯加装，就不得不提

葛秀英。2019 年 6 月，社区的第一台加装电

梯在葛阿姨居住的 54 幢 175 单元落地投运，

背后全靠她忙前跑后。

因为右膝积水，每天上下六层让葛秀英

感到不便，“那时医生就告诉我，第一不要爬

山，第二要住带电梯的房子。”她回忆道，那

时，她在电视上看到政府支持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的新闻，还能补贴 20 万元，当天便拉着家

里人去实地探访。

回来后，葛秀英迅速萌生了加装想法，又

领上邻居们实地探访。在她担任 30 年楼道长

的这个单元，大家心很齐，电梯加装几乎没遇

到啥困难。“我们楼道也有特殊性，一、二层是

沿街商品房，因此少了不少阻碍。”葛秀英说。

与她相比，47 幢 156 单元的毛菊珍可就

没那么顺利了，她所在的单元是社区第二幢

加装电梯的，由于结构问题，一楼住户担心电

梯 落 成 会 挡 住 视 线 、影 响 通 风 ，迟 迟 不 愿

签字。

毛阿姨摸清了症结，提出建议，为此，电

梯公司特意更换成透明玻璃，这才最终促成

了电梯加装。“要学会换位思考，互相理解。”

毛阿姨说。

“说到底，加装电梯还是要群众满意。”周

呈坦言，多亏了葛阿姨和毛阿姨这些热心人，

加装电梯才能这么顺利，“社区要做的，就是

尽全力配合保障好。”

热心参与，保证加梯质量

回看和睦社区前 3 部电梯加装的成功案

例，背后都有热心人带头，社区也专门为他们

搭建了平台，2021 年 10 月，加装电梯工作室

顺势成立，成员有老党员孙章才和陈海平，以

及葛阿姨、毛阿姨。

别看只有 4 个人，和睦社区三方办副主任

董钰介绍，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被居民

亲切称为“小区加梯帮帮团”。

他介绍，葛阿姨是社区加装电梯第一人，

对政策、流程格外熟悉，因此她负责政策解

读；毛阿姨负责电梯试乘体验，打消邻居对噪

声、采光、安全等的顾虑；孙章才本就在社区

调解矛盾纠纷有一手，因此他负责召集协调

会解决矛盾；陈海平是化纤厂技术工匠退休

员工，对工程质量格外上心，他主要负责工程

监督。

“4 名骨干用接力棒式服务，分工协作，

跑出了和睦社区加梯的‘加速度’。”董钰说，

不仅如此，有意愿加梯的单元还会单独成立

小 组 ，在“ 帮 帮 团 ”指 导 下 完 成 单 元 加 梯

工作。

由此，社区形成了“党员带动群众，群众

做群众工作”的“和睦加梯经验”。去年 2 月，

社区迎来了电梯加装的一波小高潮，一下子

有 12 个单元签约加梯。

推 进 是 顺 利 了 ，可 新 的 问 题 又 摆 在 眼

前。社区一窝蜂涌进来六七家电梯公司，如

何选择成了难题。“加装电梯既要考虑价格，

也要保证质量。”周呈说，为此，社区费了不少

心思。

每部电梯的招标听证会，“帮帮团”成员

肯定都在场，“连廊玻璃是单层还是双层”“电

梯用的是钢带还是钢绳”……成员屡屡抛出

专业问题，让电梯公司很是吃惊。“有些报价

低的主要是工艺上的差别，帮邻居们问清楚，

也方便他们决策。”葛秀英说。

“我们要求实地参观工厂流水线，这是前

提条件。”周呈说，“经过层层筛选后，留下来

的电梯公司实力强、技术佳，不仅避免了‘烂

尾梯’，也保证了质量。”

在和睦社区，这几年，加装一部电梯的

总价从 55 万元降低至 50 万元，根据社区规

定，政府补贴的 20 万元先由电梯公司兜底，

这样算下来，居民只需平摊 30 万元左右，而

对电梯电费、运维费用等，社区也想出了好

办法。

“做电梯广告。”周呈说，商品房小区常见

的电梯广告，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并不常

见，是不是也能利用起来？“起初我们联系做商

品房电梯的广告公司，都吃了闭门羹，最后找

到了做回迁房电梯的广告公司。通过开源，现

在平均每户一个月的电梯电费在六七元左右，

比之前节省了至少一半。”他计算道。

保障售后，加强运维管理

前不久，一场加装电梯售后服务站揭牌

仪式在和睦街道举办，和睦街道党工委书记

饶文玖介绍，背后考量是能为加装电梯提供

“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随着老旧小区的电梯投运越来越多，后

续运行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对此，做过社

区内多台电梯加装的杭州德胜电梯公司负责

人林胜深有体会。

几年前，由他负责的某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就出现了突发情况，大热天有老人被困在

电梯里，拨打了梯内的应急电话，20 分钟后才

被解救，“老旧小区电梯外置，受天气影响更

大。”老旧小区的电梯使用者往往是老年人，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尤其遇到突发情况，救援

更不能错过黄金期。多方探讨下，加装电梯

售后服务站成立，由社区出场地、电梯公司提

供售后服务，能做到 24 小时全天候、15 分钟

内及时响应。

走进站点，记者看到有几名工作人员正在

值班，墙上的维保数据大屏实时跳动着数据，

社区内每台电梯的运行情况一目了然。“社区

的加装电梯内配有一键呼叫，遇到问题都会接

到服务站，方便我们及时响应。”林胜说。

在饶文玖看来，随着社区加装电梯工作

的顺利推进，工作重心不仅要关注前台“营销

推广”，更要注重后台“售后服务”，“建管一体

化”的电梯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在和睦社区，一部电梯的质保期往往是 3
年，过期后该如何延保？林胜为社区提供了

专属方案，“我们按每部电梯最高不超过一年

9000 元的收费标准，根据使用户数均摊，不管

后续有多少人续签，只要缴纳自己平摊的费

用即可，剩下的由公司兜底。”

通过电梯加装工作，周呈也有新发现，

“加装电梯工作让社区里的热心人越来越多，

一支基层治理新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去年杭

州亚运会期间，“帮帮团”成员和许多的社区

热心人组成了基层治理的骨干队伍，出了不

少力。

如今，和睦社区加装电梯进展顺利，董

钰透露，第 61 台电梯加装工作即将启动，还

有一些意向单元正在对接。而从这里发起

的“ 帮 帮 团 ”也 为 杭 州 加 梯 工 作 打 开 了 新

思路。

截 至 目 前 ，杭 州 共 有 176 支 、总 人 数 超

1500 人的加梯“帮帮团”，已参与调处加梯矛

盾 560 余起，助推 330 多个加梯项目成功通过

联 审 ，累 计 召 开 加 梯 听 证 会 250 余 场 ，助 推

200 余处难点堵点项目成功加梯。“业主主体、

社区主导、政府引导、各方支持”的杭州加梯

模式逐渐清晰。

浙江杭州在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过程中探索社区治理新做法

群众做群众工作 热心换社区同心
本报记者 窦瀚洋

核心阅读

热心人牵头，好做居民工
作；团队参与招标听证会，降
低加装价格，保证电梯质量；
成立售后服务站，加强运维管
理……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
积极开展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工作，为居民创造便利舒适的
生活。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R

■2024春运一线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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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来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北路 361
号忆邻味·邻家小馆，店内热气腾腾、人来人往，一派喜庆

祥和。

“服务员，再上 3 盘大号藜蒿炒腊肉，藜蒿炒腊肉卖得

太火了，我们明天得从南昌县、进贤县、新建区再多进点藜

蒿了。”饭店经理说。

“ 现 在 正 是 藜 蒿 销 售 的 旺 季 ，这 几 天 每 天 出 货 都 在

8000 斤左右。”在南昌县幽兰镇竹山村岚鑫农业藜蒿种植

基地内，种植大户万小保边指挥装车边说。

瞅着鄱阳湖野生藜蒿产量有限、季节性强，不能满足

市 场 需 求 ，2004 年 ，万 小 保 在 村 里 流 转 几 十 亩 土 地 开 始

“驯化”野生藜蒿，通过截取野生藜蒿的枝条扦插繁殖，找

到适合市场的藜蒿品种。经过 3 年的探索尝试，万小保繁

育出“口感脆嫩、口味温和”的种苗品种，同时还积极推广

绿色种植模式，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使得藜蒿鲜嫩可口。

致富不忘乡邻。万小保积极向他人传授人工种植技

术，一时间，南昌县人工种植藜蒿的人越来越多，“幽兰藜

蒿”的品牌渐成规模。仅在南昌县幽兰镇，与他合作种植藜

蒿的农户就近百户。该镇竹林村农户章志福 2021 年承包

了 70 亩农田种植藜蒿，除去种苗、人工等投入，当年纯收入

21 万余元。

通过统一流转土地、统一建设和分户经营、分户管理方

式，幽兰镇大力推进藜蒿大棚建设、推动藜蒿产业发展。同

时对农户实行全过程跟踪指导服务，构建产业链条和社会

化服务体系。目前全镇藜蒿种植基地 20 个，种植面积 8000
余亩，年产量 2 万吨，年产值 1.6 亿元，解决当地就业 300 余

人。2023 年“幽兰藜蒿”被列为全国名特优农产品。

藜 蒿 ，曾 经 鄱 阳 湖 里 的“ 野 草 ”，成 了 当 地 村 民“ 致

富菜”。

江西南昌市幽兰镇发展特色产业

小藜蒿变成村民“致富菜”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本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

潘俊强）2 月 19 日，北京市首趟“点

对点”返岗专车顺利抵京。98 名来

自甘肃省礼县的家政服务人员在

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的组织下，顺利抵达家政服务公

司。她们将接受礼仪礼节、老人看

护、婴幼儿护理等家政服务相关培

训，在考核合格后上岗。后续，还

有 200 余名来自甘肃省和山西省

的务工人员搭乘专车来京返岗复

工 ，满 足 本 市 家 政 护 理 行 业 用 工

需求。

为做好农民工节后返岗服务

工作，保障供需双向信息畅通、高

效对接，北京市区两级人社部门依

托“春风行动”“春暖农民工”等专

项活动，提前摸排企业用工需求和

农民工就业意愿，积极搭建用工供

需平台，开展跨区域劳务协作，采

取“点对点”运输保障措施，确保农

民工安全有序返京、及时上岗。

春节假期前后，全市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已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

动 156 场，提供各类岗位 3.8 万个。

同时梳理汇总涉及家政、餐饮、物

流以及保安等行业的企业招聘岗

位供给清单，及时向河北、内蒙古

等 22 个劳务输出省推送，提供岗位

信 息 4 万 余 个 ，涉 及 用 人 单 位 近

2000 家。从现在起到 4 月初，北京

市预计还将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400
余场，满足农民工来京就业需求。

据介绍，去年年底，北京市人社

局与河北、山西、甘肃等省人社厅

（局）分别签订了省际家政服务劳务

协作协议（2023—2025 年），搭建省

际劳务协作交流平台，组织家政服

务劳务对接活动，形成有秩序、有规

模、有保障的定向输出机制，促进省

域内劳动力特别是脱贫地区劳动力

在家政服务业稳定就业，持续加大

北京市家政市场供应，实现双方家

政劳务协作健康、有序发展。

开展跨区域劳务协作

节后北京市首趟“点对点”返岗专车抵达

2 月 18 日，湖北省襄阳市南漳

县文化中心广场人头攒动，襄阳市

“春风行动”大型招聘活动正在举

行。在蓝色的雨棚下，杨艳拿着岗

位简介宣传单，给前来咨询的求职

者介绍工作的具体细节：“我们的

培训都是免费的，学员每天还能领

到 23 元的生活补贴，结业考核合

格就会给学员颁发证书。”

杨艳是南漳县金农百兴职业技

术培训学校的校长，每年都会参加

县里举办的各类招聘活动。“我们不

仅参加集中招聘，也会搭上县里组

织的就业‘大篷车’，到各镇（区）参加

各类小型招聘活动，并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的方式，推动解决求职难的问

题。”杨艳介绍，活动当天，学校推出

了厨师、甜点、美容、家政等 20多个技

能岗位，培训签约 30多名学员。

襄 阳 已 连 续 20 年 举 办“ 春 风

行动”大型招聘系列活动。活动现

场 ，1000 余 家 企 业 提 供 各 类 岗 位

5.5 万个。“与往年相比，此次招聘

活动是市县同步举行，为求职者、

返乡技能人才、招聘企业、劳务和

技能培训机构等搭建对接平台。”

襄阳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琚勇胜说。

今 年 以 来 ，襄 阳 市 组 织 开 展

“新春就业赶大集”“接岗服务大篷

车”等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已开展

“春风行动”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共计

67场次，累计提供 7.9万个岗位。

扩 大 就 业 容 量 、提 升 就 业 质

量，今年襄阳“春风行动”大型招聘

系列活动更突出产业链与人才链

供需衔接、人社政策与惠企惠民服

务衔接。“我们将以这次‘春风行动’

为契机，出台更多援企、减负、稳岗、

扩就业的支持性措施，提供高效便

捷的政务服务，拓展包容活跃的创

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

让广大劳动者和专家人才在襄阳

工作愉快、梦想成真。”湖北省委常

委、襄阳市委书记王祺扬说。

湖北襄阳举办“春风行动”招聘活动
1000余家企业提供各类岗位5.5万个

本报记者 吴 君

黑龙江的早晨清冽宁静，一声鸡鸣唤醒了沉睡的边陲

村庄。伴随着缕缕炊烟，黑龙江省穆棱市下城子镇保安村

村民刘志国戴上耳罩手套，骑上自行车，来到一公里外的穆

棱 9°现代农业产业园。

外面寒风凛冽，气温低达零下 20 摄氏度，掀开门帘后，

大棚里却是一派春意盎然，育秧盘里的西红柿幼苗满目翠

绿，焕发着勃勃生机。“再有半个月，这些柿子苗就要往其他

棚室里移栽了。”刘志国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打开水龙头

开始喷洒。

在东北，冬季正是秋收后的农闲时节，但刘志国和本村

20 多名村民没有在家“猫冬”，而是来到产业园打工。“多亏

了产业园的当家人李炳军，带我们在大棚里种出这‘金果

果’，一年里光农闲时打打工就能多挣 3 万多元！”如今，9°
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带动周边农民 130 多人务工增收。

走过育苗大棚，前面就是包装车间，十几名工人正在挑

选、打包、装盒，大家动作麻利，干得热火朝天。“新采摘下来

的西红柿在两天后就会自然成熟，达到最佳口感。”李炳军

掰开一个西红柿递给记者品尝，沙瓤里流淌着浓稠的汁液，

入口清甜，还裹着一层酸爽。

“我们的西红柿不用化肥农药，不管什么时候，摘下来

就能吃！而且采用自己研发的栽培法，通过配套组合控温

管理、亏缺灌溉和免施化学合成投入品等技术，种出让人放

心的好产品！”近年来，借助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龙江大

学等 19 家科研机构和 40 多位专家的力量，给农业插上科技

的翅膀。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糖度是普通西

红柿的两倍多，所以口感很好。

“我们西红柿的定价是 35 元一斤，相较于普通西红柿

几块钱的售价，说它是‘金果果’一点都不为过，而且一直供

不应求，今年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10 月份。”李炳军介绍。

“我们还把产业园打造成了‘没有围墙的田间学校’，”

下城子镇镇长孙俊英接过话茬，“这几年为村民提供技术咨

询 1 万多人次，带动村民种植西红柿、西瓜、蓝莓等经济作

物，增收 5000 多万元。”

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偏西，刘志国蹬上自行车同记者

道别，骑向不远处的村庄。道路两旁，肥沃的黑土地里孕育

着新年的金色希望。

黑龙江穆棱市保安村发展现代农业

绿色大棚种出“金果果”
本报记者 郭晓龙

本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亓玉昆）国家消防救援局

日前召开全国消防救援队伍视频会，总结春节期间消防救

援工作情况，部署元宵节和下一阶段消防安全防范和应急

救援处置工作。

会议要求，要毫不松懈抓好元宵节消防安全防范，向社

会发布风险提示，集中开展消防检查，紧盯烟花燃放安全。

要坚决防止节后消防安全形势反弹，结合三年治本攻坚、集

中除患攻坚行动等工作，针对重点场所，严查密防重大风险

隐患。要聚力推进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大排查更深入、大

整治更精准、大曝光更有力、大演练更务实、大约谈更有效、

大督导更严格。要有力应对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加强与

有关部门会商研判，密切关注灾害发展态势，及时发布预警

提示。要强化灭火救援准备和应急值守，确保队伍时刻保

持应急状态，提高消防安全防控能力。

据介绍，春节期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强化值班

战备，严密火灾防控，广泛宣传发动，共检查单位 10.35 万

家，督改隐患 13.94 万处，接警出动 7.9 万起，出动消防救援

人员 86.2 万人次，营救被困群众 3771 人，在各地设立前置

执勤点 6862 个，未发生重大以上火灾事故，全国消防安全

形势总体平稳。

国家消防救援局部署元宵节安全防范工作

“欢迎用餐，今天主厨推荐有经

典川菜和创新菜品。”“听说你们是

来自四川的车，我就想一定要来餐

车尝一尝正宗的川菜。”2 月 20 日，

在成都西开往北京西的 T8 次列车

上，正值午餐时间，餐车熙熙攘攘，

来自各地的旅客相聚在列车上，纷

纷前来“打卡”正宗川菜。

“我们这趟列车，一直以来经

典川菜都是主打菜品，今年春运前

夕，又推出了很多创新菜品，吸引

了更多旅客前来品尝。”成都客运

段 T8 次列车餐车工作人员邸丽红

介绍。

同一天，在成都东至上海虹桥

的 D638 次列车上，一道道色香味

俱全的便民“小碗菜”受到旅客热

捧，列车上推出适合老年人的 39
元香菇炖鸡套餐、适合年轻人口味

的 30 元冒菜系列套餐、适合小朋

友口味的 25 元咖喱排骨饭等，让

旅客体会到了“家的味道”。“车上

的饭菜有荤有素，好吃又实惠。”正

在用餐的刘女士点赞道。

为让旅客吃得放心、舒心，成

都客运段各次列车上精心推出各

类平价美食，从原料到加工，严控

食品安全；在还原“家的味道”时

主打性价比，不断提升旅客用餐

体验。

经典川菜、创新菜品、便民“小碗菜”……

成都客运段提升旅客用餐体验
本报记者 王明峰

2 月 20 日，重庆市北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启动 2024 年“春风

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助发展”春风行动，活动期间将组织 4 场大型招

聘会，400 多家企业将提供近 8000 个就业岗位，助力节后人们返岗就

业，全力稳就业、保用工、促发展。图为专场招聘活动现场。

秦廷富摄（人民视觉）

节后送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