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治理”撬动“大民生”
“小切口”解民烦心事

本报讯（记者 李梦娜）11月22
日，集宁区虎山东路南35号居民代
表将一面写有“用心用情解民忧，真
抓实干办实事”的锦旗送到集宁区
虎山街道虎山社区，以此表达对社
区的感谢。

据了解，虎山东路南 35 号现
有平房住户 106 户，房屋多属于
2000年前后的自建房，没有配套的
集中供热设施，每到冬季都需居民
燃煤取暖，这样的方式不仅成本
高，对环境污染也相对严重。随着
居民对集中供暖改造的需求越来
越强烈，社区工作人员积极走访、
收集意见、上报街道党工委，最终
街道决定将该区域煤改大暖工程
列为年度重点工作。随后社区积
极协调热力公司、住建局、测绘公
司，主动走进居民家中配合相关部
门摸排面积、规划管线、协调矛盾，
对施工中遇到的困难进行多方协
商，逐步解决，在今年 10 月底完成
了 91 户居民的管线接入，11 月初
顺利接通大暖，居民实现了集中统
一供暖。

“每年最愁过冬天，生炉子要搭
照火、添碳、掏灰，一步也省不了，每
到这个时候就羡慕人家供大暖的。
现在好了，我们也接上了大暖，冬天
再也不用愁这些了，以后不管啥时
候回家都暖暖和和的了，所以大家
都特别感谢街道和社区。”居民杨晓
丽说起享受上集中供暖，内心的喜

悦溢于言表。
除此之外，虎山社区党支部还

把握不同群体的服务需求，针对“腿
脚不便”等群体精准投放项目，满足
了不同群体的不同生活需求。

虎山东路南 35 号地理位置特
殊，处在半山腰上，是一片老平房
区，家家户户没有厕所，居民如厕
需要前往消防队南侧的公厕，这对
于部分靠近山顶的居民来说距离
较远，特别是腿脚不便的老年人
群，每逢冬季，老人们如厕成了“困
难事”。就此问题，社区征求居民
意见，上报相关部门，在街道办事
处的协调下，最终相关部门在靠近
山顶位置为居民安装了一处公厕，
切实解决了居民如厕难的问题。

“我们一直愁这个老人如厕的
问题，想让老人跟我们去楼房里住，
他们又不愿意，说在这里习惯了，出
门晒太阳、溜达、跟邻居聊天都方
便，劝了好多次都不听，其他问题还
好说，唯独这个如厕的问题，去一趟
真是太不方便了。”刘先生父母是虎
山东路南35号的老住户，老两口虽
年事已高，但不愿离开自己的老房
子，儿女虽然担心却没有办法。但
新公厕的安装不仅解决了老人们如
厕难的问题，同时也减轻了儿女们
的担忧。“新安装的公厕离家近了许
多，这下可方便多了，别说老人了，
我们也特别高兴。”刘先生说。

今年以来，虎山社区党支部始

终着眼于“小切口”，致力于大事件，
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居民解决烦心
事、揪心事、操心事，真正让每个居
民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交警小区是一个仅有两栋楼房
的微小区，属于虎山社区辖区，居住
居民仅有34户。近两年，居民反映
冬季因没有保温层导致家中温度不
高等问题日益频繁。针对该情况，
社区广泛展开民意调查，同时召开
居民议事协商会议，将居民诉求提
上议事日程，通过社区、居民、相关
单位三方联动，最终协商由集宁区
国融公司出资为小区加装保温层，

工程仅用了两周的时间，顺利在供
暖初期完成改造。

虎山社区在以“微治理”撬动
了“大民生”工作上取得了让老百
姓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的明显
实效。如今，社区服务越来越细，
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
高。社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社
区将继续坚持居民利益无小事的
理念，急居民之所急，想居民之所
想，主动收集居民的期盼诉求，认
真给予回应，努力解决居民的“急
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居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鲍娜）“今年是我第5次代
表环卫工人来新华保险公司参加捐赠活动，
非常感谢新华保险公司对环卫工作的支持和
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
会继续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为建设美丽城市
贡献力量。”近日，乌兰察布世基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环卫工人张燕在“城市因你而美，新华
伴你而行”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行动2023 年乌兰察布站赠险仪式上高
兴地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 2017 年新华人寿保险公益
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关爱全国环卫工人
大型公益行动，为全国身处高危人群的环卫
工人赠送了一份专属保障与温暖的人身意外
保险。目前，该项目已覆盖全国183个城市，
已完成项目理赔374例，累计赔付金额3330
万元。

据新华保险乌兰察布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吴杰文介绍，2023年是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
金会在乌兰察布市举行的第7次捐赠活动。

今年首次扩增保障范围，将原来仅赠与乌兰
察布世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卫工人的保障
扩增到全市的4个旗县市区，其中包括乌兰察
布世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察右前旗世基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察右中旗城市政公共服务
有限公司和商都县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共计
6761名环卫工人。每位环卫工人将得到价值
10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保险单总保额超6.7
亿元。

吴杰文说：“多年来，我们持续关注一线
环卫工人，辛苦工作的环卫工人工作风险系
数较高。为此，公司为每位环卫工人捐赠一
份人身意外保险，为他们提供一些保障，让他
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和爱护。在今
后的工作中，新华保险将继续积极践行企业
责任，用实际行动传递对奋战一线环卫工人
的敬意和爱护，为构建靓丽乌兰察布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活动最后还为参加捐赠仪式的环卫工人
发放了暖冬慰问品。

意外保险保额超6.7亿元

全市6761名环卫工再获暖心保障

●●工作人员为环卫工人发放暖冬慰问品工作人员为环卫工人发放暖冬慰问品

□本报记者 朱旭敏

“一到中午、晚上，一楼的门厅停放的都
是电动车，出入不方便就不说了，万一有个特
殊情况，特别容易出危险。”家住集宁区龙湾
国际小区的包女士说。电动车乱停乱放，堵
住单元门，甚至骑进电梯摆放在楼道……小
区电动车不文明停放行为一直是小区管理的
难题。

近日，记者走访集宁区龙湾国际、虎山馨
园、爵士郡、泰丰佳园等多个小区发现，小区
存在电动车乱停放的问题很普遍。一方面是
由于部分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无法满足电
动车停放的需求，导致电动车在楼道、门厅等
公共区域乱停乱放；另一方面则由于居民直
接推车乘电梯上楼充电，不仅占据了通行空
间，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更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

家住爵士郡的李女士对小区内电动车乱
停放的问题十分有意见：“小区里有电动车
棚，但是很多业主还是喜欢把车停在单元楼
下面和楼道里面，摆放整体倒还好，但是电动
车停放得乱七八糟，还有堵到单元门的，不仅
进出不方便，而且还不美观。”

同小区的朱先生也表示，电动车停在楼
下也只是影响出行，更过分的是好多人要把
电动车推进电梯，停在家门口。一梯两户的
户型，门口就巴掌大的地方，停放电动车实在
太拥挤了。“都是邻居，也不好说什么，但这样
出行不便是一方面，主要是不安全，网上报道
电动车起火的还少吗？对门邻居总把电动车
推上来充电，我们只能自己备了灭火器，防患
于未然吧。”朱先生说。

为什么会有车棚不停，而选择乱停乱放
呢？家住虎山馨园小区的康女士告诉记者，
电动车停进楼道无非是两点原因，一是车棚

离单元楼较远不方便，二是车棚较小，车辆不
够停放，只能停进单元楼。

“在小区内停电动车的时候尽量规范停
车，但是有时候位置停满了，无奈只能停在楼
下了。如果小区能多建几个车棚，或者是在
每个单元楼下能够划上电动车停车位，安装
小型车棚，这样方便了车主，就不会有乱停乱
放问题了。”康女士说。

家住天成印象的冯先生也有同样的想法，
想在雨雪天气将电动车放进车棚，但发现根本
放不下，而且小区太大，车棚离家有点远，并且
充电也是个问题，所以只能停进楼道。

对于电动车乱停乱放影响居民出行的问
题，不少居民也表示，近几年，楼道里已经不
像之前那么拥挤了。“一是社区工作人员的引
导，一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让大家意识到电
动车停放在楼道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再
就是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丰富了，可
以看到网上有很多起电动车停在楼道起火
后造成人员伤亡的案例，所以也有意识的不
在楼道里停放。”家住水语山城小区的黄先
生说。

作为小区的主要管理者，物业也在为整
治电动车乱停放出力。水语山城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表示，他们会定期对小区内乱停放的
车辆及时进行搬离，也会张贴公告提醒居民
整齐摆放电动车。“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的问
题并不是小区物业能彻底解决的事情，经常
是工作人员刚摆放整齐，居民又将电动车乱
停放。所以不仅我们要作为，还需要居民配
合。”张经理说。

本报记者在此呼吁，居民要将电动车、
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自觉停放至车棚，文
明、规范停车，从自身做起，并主动带动身
边的亲人朋友，以实际行动告别乱停乱放
陋习。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业主闹心！
小区电动车停放太“任性”

●●单元门内随意停放的电动车影响居民出行单元门内随意停放的电动车影响居民出行

□赵静

“老师妈妈，老师妈妈！”11月23
日，乌兰察布市先锋志愿者协会来到
集宁区马莲渠乡侯家沟村，看望聋哑
残疾人薛春娥。带队的志愿者赵青
秀一进门，薛春娥就开始用手语和赵
青秀打招呼。

“薛春娥，我们来了，你最近好不
好，手怎么这么凉？”赵青秀上前拉住
薛春娥的手，给她暖手。其他志愿者
将带来的衣服、食物拿到家里，询问

着薛春娥的近况。
36岁的薛春娥育有一双健全可

爱的儿女，大女儿已经上初中，小儿
子在上幼儿园，平日里由姑姑照料。
丈夫去世后，薛春娥和婆婆侯换换相
依为命。

“这是志愿者送给你们的棉马
甲，来试一试。”赵青秀拿出两件崭新
的马甲，边帮薛春娥和侯换换穿上
边说：“大小正合适，这几天天冷了，
穿上件马甲，肚子、腰就不容易受凉
了。”

说起和薛春娥的相识，赵青秀
回忆：“第一次见面是薛春娥十岁的
时候，我那时候还在经营着一家幼
儿园。薛春娥的姥姥带着薛春娥来
到幼儿园找到我，说想让薛春娥在
幼儿园里接受教育。我当时有些犹
豫，自己不会手语，也没有照顾聋哑
人的经验。没想到站在一旁的薛春
娥指了指黑板，又指了指书本，抬头
看着我，表示她想留下来，想要在这
里学知识，她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
忘不了。”

从那以后，赵青秀就成为了薛
春娥的启蒙老师。“这是白面，可
以做成馒头，这是自来水，可以洗
菜、洗水果，用烧水壶烧开了可以
喝……”赵青秀从最基本的日常认
知，一点一滴地开始教，识物、认字、
算术、家务劳动……渐渐地，内向羞
涩的薛春娥开始尝试用手语和别人
交流，帮着幼儿园的老师扫地、擦桌
子，还认识了上百个汉字。后来，为
了不影响幼儿园的正常教学，赵青
秀和薛春娥的姥姥约定，等其他孩
子们放学后再让薛春娥过来，继续
让薛春娥学习。

之后，每隔半个月，赵青秀总要
提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水果和日用品
去看望薛春娥，这一善举，一做就是
26年。每次见到赵青秀，薛春娥总会
用手语亲切地“叫”一句“老师妈妈”。

2008年，薛春娥成了家，有了一
双儿女，可好景不长，薛春娥的丈夫
不幸离世。2020 年，薛春娥的姥姥
也去世了，在临终前把薛春娥托付给

了赵青秀。
“这个手机你先用着，这根充电

线是跟这个手机配套的，可以直接给
手机充电。手机可不能放在水里洗，
洗了就坏了。”赵青秀一边把手机递
给薛春娥，一边用简单的手语叮嘱
着。赵青秀说，上半年志愿者们给薛
春娥买了新手机，可没用多久，就让
薛春娥用水给洗坏了，这个手机是从
自己家里拿的，先给她用着。

“你们娘俩好好的，有什么事就
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
过几天我再过来看你们。”临走时，赵
青秀不放心地嘱咐着。

看着大家要离开，不舍的薛春
娥在纸上写下赵青秀的名字和电
话，赵青秀眼含泪光：“她记得，她一
直记得，她一直记着我的名字和电
话，以前她给我打电话，什么都不
说，我就知道她有事，就会赶过来。
现在薛春娥长大了，在我眼里，她依
然是那个指着黑板，渴望学习的小
女孩。26年了，我看着她长大，陪着
她穿上嫁衣，陪着她生儿育女。在
这世上，薛春娥形单影只，我就是她
的亲人，先锋志愿者协会就是她的
依靠。薛春娥是个不幸的孩子，从
小遭受命运的不公，但她又是幸运
的，她有一双可爱的儿女，有一个照
顾她的婆婆，还有我们这些一直在
背后默默关心她的人。以后有一天
我不在了，我的女儿女婿也会替我
照顾薛春娥，协会的志愿者们也会
继续关注她，这是我给薛春娥姥姥
的承诺，一辈子的承诺……”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虎山东路南35号平房区安装全新的集体供暖管道

本报讯“我们每天在民族团
结广场锻炼，最近因降温风大，刮
来好多垃圾，环境特别差，还有几
处卫生死角，希望社区帮助解决
一下。”近日，察右前旗土贵乌拉
镇解放社区的居民向社区工作人
员反映了广场上的卫生状况。解
放社区工作人员经过走访，当即
吹响了“哨音”，社区共建单位“闻
哨”前来，出动50余人积极投入到
清理活动中，共同对广场的环境
卫生进行清理。

近年来，察右前旗土贵乌拉
镇解放社区以社区“吹哨”、部门

“报到”机制助推社区治理提升，
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
主要是着力破解‘看得到的管不
着，管得着又看不到’的基层治
理难题，在职党员到结对社区党
组织报到，通过认领居民‘微心
愿’、当社区志愿者、帮扶社区困
难群众等方式，从社区反映最强
烈的热点、堵点、难点、痛点问题

入手，实打实地为群众解难题、
办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解放社区负责人
说。

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的推动下，解放社区和共建
单位先后完成了更换单元门、安
装路灯和监控、硬化路面、添置爱
心轮椅、开展书画和文艺活动、开
展志愿活动等便民利民工作，破
解群众生活难题，为社区治理注
入了动能。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在
解放社区已蔚然成风，社区与共
建单位将继续围绕基层党建、社
会治理、服务居民、环境提升等工
作内容，达成协议，实现组织共
建、党员共育、服务共抓、资源共
享，上下联动为民解忧，合力破解
基层治理中一个个难题，使社区
面貌得到有效改善，居民幸福指
数节节攀升。”解放社区负责人
说。

（实习生 郝建国）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合力破解群众难题

一声“老师妈妈”，一生的责任守候
——志愿者赵青秀26年如一日关注残疾人

●薛春娥尝试着使用赵青秀带来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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