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0余名志愿者领取文明护照

改革开放40年来， 首都民政
持续瘦身提效， 不断朝着 “民政
事业社会化、 民政服务产业化、
民政工作信息化、 民政业务体系
化” 的目标迈进。

推进社区改革
满足居民更多需求

11月30日下午3点， 位于朝
阳区呼家楼北社区的 “殷金凤工
作室” 内， 64岁的居民魏淑兰正
在和社区巧手俱乐部的成员们一
起制作串珠工艺品。 这个成立于
去年的俱乐部现有成员20余人，
都是来自社区的居民。 “社区一
直很支持我们的活动， 总帮着找
场地。 自从有了工作室， 我们活
动的地方更大了。” 魏淑兰说。

“殷金凤工作室”今年3月落
成，7月16日投入试运行。 建筑面
积485平方米， 共有六个功能区
域，分别是党建阵地、运行中心、
领头雁工作坊、多功能厅、心灵港
湾、成长俱乐部等，可为地区居民
百姓、社区工作者、非公企业及社
会单位员工提供学习培养、 交流
互动、基层实操、社区党建研究、
基层治理研究等服务。

“殷金凤工作室”只是本市推
进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 改
革开放40年来， 本市积极创新城
乡社区治理理念， 扎实推进社区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持续提升社
区治理能力。近年来，本市持续推
进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以社
区减负、社区议事协商、以德治理
社区为重点， 全面提升社区治理
能力。普遍设立“社区议事厅”，让
居民通过议事协商的方式实现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 2013年以来，
开始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
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
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骨干，以满
足居民需求为导向的新型社会治
理模式，初步形成了北京特色“三
社联动”工作品牌。

深化养老服务
老人收获幸福感

明年1月1日， 《北京通-养
老助残卡管理办法 》 将施行 。
《办法》 扩大了优待政策的年龄

范围， 去掉原办法中免费乘坐公
交、 免费游览公园景区的65周岁
的年龄限制， 60周岁及以上本市
户籍及办理居住证的外埠老年
人 ， 均可持养老助残卡享受公
交、 公园与景区优待。 预计到今
年年底， 养老助残卡的总发卡量
将超过390万张。

改革开放初期， 养老事业由
政府直接统筹包办， 全市乡办敬
老院253所， 基本实现一乡一院。
1984年北京第一家民办养老院成
立。 1996年成立市老龄工作领导
小组， 1999年成立全市老龄委 ，
统筹协调全市老年人福利服务工
作， 并逐步建立起以养老服务补
贴、 高龄津贴、 免费乘公交等福
利优待为主的老年人福利体系。

近年来， 本市深化养老机构
改革，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专业运营、聚焦居家”
为特色的养老模式。打造“三边四
级”服务网络，通过构建四级养老
服务体系，实现老年人在其周边3
公里范围内、身边1公里范围内和
床边就近享受居家养老服务。

全市养老资金则由2012年的
5.1亿元增加至目前的12亿元。 全
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累计建成
252个街道乡镇养老照料中心和
38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发展了
九大类、1.5万家养老服务单位。

民政服务升级
市民办事更便捷

改革开放40年来， 首都民政

坚持便民利民惠民的发展方向，
以丰富服务内容 、 创新服务方
式、 变革服务体制为重点， 持续
推进民政专项社会服务转型升
级。 以婚姻登记为例， 据了解，
改革开放初期， 婚姻服务主要以
办理结婚登记、 进行婚姻管理和
推动婚俗改革为主。 1980年， 本
市颁布了 《北京市婚姻登记办法
实施细则》， 婚姻登记管理迈上
了制度化的轨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民政专项社会服务不断创新发
展。 1991年，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
管理处成立。 1996年， 各区县民
政局纷纷成立婚姻服务中心 。
2001年， 成立了北京市境外婚姻
收养登记中心。 2003年， 全部实
现了区县民政部门集中办理婚姻
登记。

近年来， 本市坚持政府保障
和市场化供给协调同步， 持续推
进民政专项服务供给更加丰富多
样 、 高效便捷 。 在婚姻登记领
域， 率先推进婚姻登记跨区办理
改革， 全面推行互联网+婚姻登
记服务， 将涉外婚姻登记权限下
放到区民政局， 实现婚姻登记上
门办理、 预约办理、 跨区办理，
年平均登记数量约20万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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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在文化志愿服务的过程
中， 我不仅学到很多知识， 又
应用了自己的播音专业， 真的
很有意义。” 昨天， 在北京文化
艺术活动中心、 北京文化志愿
者服务中心主办， 北京市各文
化志愿者服务分中心协办的
“文化感动生活” ———北京文化
志愿者2018年国际志愿者日主
题活动中，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的大四学生郑子臣和另外39名
优秀文化志愿者受到表彰。

当天， 还有20个优秀文化
志愿者团队组织者受到表彰 。
在主会场， 由北京优秀文化志
愿服务团队、 快板沙龙的发起
人、 中国曲艺家协会快板书名
家、 专家型北京文化志愿者李
世儒和他的搭档于连贵， 带领
青年演员一起演出了原创音乐
快板 《辉煌四十年》， 另有文化
志愿者原创诗朗诵 《文化志愿
你我同行》、 独唱 《志愿者一起
来》 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据了解，北京市文化志愿服

务工作在市文化局的统一领导
下，开展了系列文化志愿服务工
作。 截至今年，全市有注册文化
志愿者3万余名， 其中志愿团队
300多个。 每年北京文化志愿者
为老年人、残疾人、外来务工子
弟提供文化服务约10万小时，百
万人享受到志愿服务成果。

2018年北京市文化志愿者
服务中心将持续组织开展各类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助力公共文
化服务实现标准化、 均等化，推
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
求有效对接。重点结合拟承办的
政府实事，推进北京市文化志愿
服务品牌项目管理，培育并推出
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文化志愿
服务品牌项目；用好中央在京文
化资源，鼓励、吸引、吸纳各级各
类专业艺术人才、 专业机构、团
体等社会力量加入文化志愿者
队伍；加强宣传，进一步扩大文
化志愿者的影响力，不断拓宽文
化志愿服务领域，塑造文化志愿
者整体形象。

□本报记者 盛丽

12月2日下午， 大兴区启动
“万人万家·志愿创城” 系列主
题活动， 5000余名志愿者领到
了一本特殊的 “护照 ” ———文
明护照 ， 由此开启创城之旅 ，
鼓励志愿者为大兴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 “打卡”。

据了解， 这本 “护照” 是
专门为大兴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设计的活动打卡环节， 每参
加一次大型主题活动都会在
“护照” 上留下印有创城吉祥物
的原创印章， 集够相应数量印
章可凭文明护照领取精美礼品。

记者了解到，9月20日，大兴
区全面启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活动，提出了“三年打基础，六年
全争创”的奋斗目标。 全区3195
支志愿队伍、325000多名注册志
愿者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参与志
愿创城， 先后有18000多个项目
主动对接创城工作。

12月2日正值第七个全国交
通安全日， 大兴区创城办以此
为重要时间节点， 对照创城指

标、 对焦文明交通， 启动 “万
人万家·志愿创城” 活动。

小学生的 《文明交通指挥
操》、 社区居民舞蹈 《礼让斑马
线》 和充分反映大兴路口渠道
化成效的舞蹈 《大兴路路通 》
等节目， 充分展示全民参与文
明交通的良好态势。北京公交窗
口行业的优秀代表李素丽发言
和志愿者群体代表、 学生代表、
快递员、驾校教练等群体联合进
行文明交通承诺倡议。 随后，大
家在长卷承诺书上签字，主动承
诺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

除主会场外，全区22个镇街
分别设立活动的分会场，5000多
名参与者领取了“文明护照”，承
诺书也将汇集成百米长卷。大兴
区创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
分调动全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形成人人都是创城主体、
个个争当创城先锋的浓厚氛围，
提升全区人民的认同感、 幸福
感、归属感，为大兴区建设“首邑
之区 腾飞之域”汇聚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 孙艳

大兴启动“万人万家·志愿创城”活动

推进社区改革 深化养老服务 转型专项社会服务

深深 化化

在在 行行 动动

昨天上午， 丰台花乡2018年 “12·4” 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在白
盆窑天兴家园法治公园举行。 宣传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通过 “五个
一” 为群众带来一场宪法饕餮大餐。 现场吸引了大量居民群众， 共
发放1000余份法治宣传资料， 接受法律咨询30余人次。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首都民政助力民生幸福

北京注册文化志愿者超3万人

花乡居民享宪法大餐

“我觉得应该建个菜站， 这
样大伙儿都方便了。” “停车是
大事儿， 儿子每次来看我， 都找
不着停车位。” 11月30日， 东城
区天坛街道文体活动中心格外热
闹， 南门社区召开的征询会上，
社区党员群众对拆违腾退出的空
间如何使用， 说出了心里话。

天坛街道南门社区是今年
“百街千巷”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的重点区域之一， 通过拆除违法

建设， 腾退出了部分公共区域。
为让公共区域的再次利用更加便
民、 规范， 社区党委先后发放调
查问卷207份， 广泛征询社区居
民的需求和意见 ， 设立征询专
线、 开放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

“我们邀请了东城区益禾社
会工作发展中心的专家， 按照议
事规则对活动进行引导和组织。
社区党委也根据居民的建议，总
结归纳成 《南门社区公共空间使

用意向书》并公布，更广泛地向居
民征求意见。未来，我们会给居民
提供更多‘发声’的机会，动员更
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 ”南门
社区党委书记宋莉筠说。

据了解， 天坛街道南门社区
的 “建” 与 “拆” 同步进行， 违
建拆除后的空间将会被规划为7
个公共区域， 届时将基于现有功
能进行提升 ， 并打造不同的主
题， 努力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

□本报记者 边磊

公共空间怎么用 街坊邻居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