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曦

广内电动车充电桩实现18个社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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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孙建国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过远程会诊 ， 随时对老
人的疾病和医学护理进行指导；
定期选派医务人员上门义诊 ，
为老人提供医疗 、 保健 、 用药
等健康 指 导 及 心 理 疏 导 服 务
……近日 ， 北京怀柔医院 、 泉
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怀
柔幸福里养老中心三方共同举
行签约仪式 ， 标志着该区首家
医养结合联合体示范基地正式
成立。

为大力推进老年健康和医
养结合服务创新发展 ， 怀柔区
依托健康联合体建设 ， 已初步
建成 “1+16+N” 的老年健康和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其中， “1” 是指北京怀柔
医院作为区级老年健康服务和

医养结合指导中心 ， 对本辖区
医养结合服务 、 老年健康服务
等工作进行统筹和指导； “16”
是指各镇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 结合老年友善医院 、 老
年健康服务规范化建设 ， 为老
年人提供老年健康和医养结合
服务； “N” 是指各镇乡街道属
地的养老服务机构 ， 积极组织
和配合开展老年健康和医养结
合工作 ， 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工
作。

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作为属地基层医疗机构 ， 将
每年对65岁以上老人进行一次
免费健康体检 ； 为老人建立健
康档案、 健康教育、 康复指导；
安排全科医生及护士定期巡诊

以及对养老中心工作人员宣教
保健 、 护理等知识 。 一系列的
措施 ， 将大幅提升养老中心的
医养结合服务能力。

“此次医养结合联合体示
范基地的建立 ， 是医疗机构与
属地共同拓展养老医疗 、 老年
康复 、 老年健康保健等社会公
益事业的积极探索 ， 是解决机
构养老服务短板弱项的有益实
践。” 怀柔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强
化老年健康和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 ， 不断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
和服务水平 ， 切实增强老年人
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现在 ， 我们的电动车在
楼下就能充电 ， 电表还能直接
结算 ， 真是解了我们的一个心
病。” 近日， 家住西城区广内街
道三庙社区丁14号楼的居民高
云心情倍儿好， 原因就是楼下
的集中充电点投入使用了， 不
仅缓解了停车难 、 充 电 难 问
题 ， 还 消 除 了 安 全 隐 患 。 今
年， 广内街道新建并投入使用
1050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接口 ，
可同时满足2000余辆电动车进
行充电 。 目前 ， 该街道电动自
行车充电桩已实现了18个社区
全覆盖。

三庙社区丁14号楼属于老
旧小区 ， 此前 ， 小区长期存在
楼道停放电动车 、 私拉电线 、

“飞线” 充电等情况。 虽然社区
工作人员对使用电动车的居民
进行过劝说 ， 但是因为居民们
都找不到其他充电点 ， 所以收
效不大。

今年8月， 西城区广内街道
对三庙社区丁14号楼前违建进
行了拆除 。 拆除后空间如何利
用？ 经过居民座谈、 协商讨论，
社区挨家挨户征求意见 ， 最终
居民们一致同意将这里改造成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点。 目前，
车棚改造已完工 ， 车棚内安装
了两个崭新的智能充电桩 ， 每
个充电桩都可供10台电动自行
车同时充电。

在三庙社区丁14号楼前的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点 ， 记者

看到 ， 为了方便居民使用 ， 每
个充电接口的下方都贴着操作
指南和二维码 ， 居民只要给电
动车插上电源 ， 用手机扫描二
维码 ， 就可以按照提示进入小
程序， 选择充电时长开始充电，
整个操作过程仅需1分钟。

据悉 ， 今年 ， 广内街道结
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 ” 实践活
动 ， 协调社区 、 物业 、 三方公
司 、 电力公司形成合力 ， 切实
解决居民 “充电难 、 充电远 、
充电贵 ” 问题 ， 已完成45处民
用电路改造。 街道还通过国 家
电 网 直 接 供 电 、 物 业 签 订 用
电协议等方式 ， 将充电收费降
低至每小时0.25元， 帮居民节约
用电费用。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
临近， 通州潞河中学科技艺术
体育节12月20日拉开帷幕。 与
往届不同 ， 今 年 的 科 技 艺 术
体 育 节 大 量 融 入 冬奥色彩 ，
不仅有围绕冰雪运动之美展开
的冬奥艺术作品展， 学生们还
在 冰雪 赛 场 一 展 风 姿 ， 展现
了学校综合办学成果， 传达了
北京中学生对冬奥的热切期
盼。

作为北京市首批冰雪运动
特色校、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 会 奥 林 匹 克 教 育 示 范

校 ， 潞河中学从2019年开始开
设冰雪课程， 成立冰壶队、 地
壶队、 冰球队、 滑冰队， 多次
参加市区级比赛并取得优异成
绩，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参与
冰雪运动的热情。

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 冰
雪运动体坛名将李成江现身开
幕式现场， 并由徐华校长向李
成江颁发聘书， 聘请其为潞河
中学花样滑冰队总教练。 李成
江鼓励学生们积极进行体育运
动， 为祖国的发展贡献青春力
量。

怀柔首家医养结合联合体示范基地落户幸福里

医养结合新模式让老年人幸福感满满

解决居民“充电难、充电远、充电贵”问题

北京中学生秀才艺迎冬奥

街道帮忙找“管家”
昔日脏乱小区换新颜

安装道闸杆、 划分停车位、
翻新小花园……如今， 步入中上
园5号院 ， 很 容 易 被 这 里 的 休
闲生活空间打动 。 在一年多以
前， 小区还是另一番景象。 相比
普通社区， 该小区回迁户、 租户
和老年人比较多， 是附近出了名
难管理的老旧小区 。 “印象 最
深 的 是 小 件 垃 圾 随 处 可 见 ，
整体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灰色调
的， 没有生气。” 社区书记宋钰
清楚记得。

自管顶多只能解决垃圾清运
和化粪池清掏问题， 小区日常保
洁、 治安、 秩序则还处于失管状
态， 如何才能使这个200多户的
院子有一个可持续的管理方式
呢？ 中仓街道社区建设科赵初利
说道： “中上园5号院从建成入
住到现在， 经历了物业管理———
失管———自管———再次失管四个
阶段， 而经过招标和把关， 在引
入新物业公司后， 从前期介入到

中期提升， 双方在社区治理上付
出了不少努力。”

“先服务， 再收费” 是新物
业公司京和连山与其他物业的不
同之处， 也与中仓街道的需求高
度契合 。 随着和业主们深入接
触， 新入驻的物业公司经理杨连
山逐渐明白， 物业必须用具体行
动打动居民， 以街道和社区作为
了解居民的窗口， 切实干出一点
“动静” 来， 否则小区管理依然
寸步难行。

路面和花园被翻新改善， 原
本混乱的停车位被规划得井井有
条， 再也不是居民心中耿耿于怀
的 “老大难”。 夏天在重新装修
的老年活动室里避暑下棋， 冬天
在干净整洁的亲子长廊中聊天晒
太阳……在街道和社区的大力帮
助下， 物业应急管理工作做得有
声有色， 5号院的居民着实没想
到， 此前破旧的小平房和乱草丛
生的小土堆 ， 竟还能有这般变
化 ， 就连小区北侧原本 “开放
式 ” 的外墙 ， 也得到拓宽和加
固。 居民坦言， 终于有了 “安全
感”。

露天垃圾堆放点异味冲天？
一场“圆桌会议”解决大难题

当物业公司为小区治理为难
时， 业主、 物业、 社区、 街道共
同组织召开的物管会 “圆桌会
议”， 总能诞生出解决问题的新
思路、 新方法。 中上园5号院曾
有一处露天垃圾堆放点， 部分居
民会把收集到的可回收垃圾定期
卖掉。 直接取缔有损业主利益，
不取缔又异味冲天， 怎么办？ 多
次和业主协商无果后， 杨连山将
问题汇报至社区、 街道。

当时恰逢 《北京市物业管理
条例》 刚刚落地， 中仓街道对辖
区物业管理问题十分重视， 在此
前的工作部署推进会时就强调，
要将党建引领和物业服务有机结
合起来， 下大力气抓好物业管理
这个 “关键小事”， 不断完善城
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切实破解
物业管理难题。

针对此次提出的垃圾堆放问
题， 街道前期在 “四有四服务”
党建机制引领下， 充分发挥小区

内党员、 楼门长、 志愿者的先锋
模范作用， 动员业主遵规守法。
同时充分利用物管会协商机制，
业主 、 物业及街道职能科室一
起， 召开了一场针对社区疑难杂
症问题的 “圆桌会议”。

“外边一块五收， 物业可以
出一块七！” 经过街道牵线搭桥，
最后一致决定由物业方将垃圾堆
放点改造成垃圾回收站， 并以高
出市面0.2元/斤的价格， 定期将
小区堆放的垃圾清走。 同时， 借
着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的 “东风”， 物业公司在街
道引领下解决了一个个令人头疼
的难题。 一回生、 两回熟， 物业
经理杨连山自己也被居民亲切地
称呼 “杨哥” 和 “小杨”。

“服务做到细致入微， 何愁
居民不交物业费？” 杨连山如是
说， 经过一番付出与探索， 原本
无物业的老旧小区， 物业费上交
率持续两年实现100％。

“此前问题百出的小区， 两
年下来， 现在几乎已听不到投诉
热线的铃声了！” 中上园社区书
记宋钰感慨道。

□本报记者 马超

老旧小区治理难？ 看他们如何破解
“环境好了， 心情都

不一样了！” 自从新物业
公司入驻以来， 通州区中
仓街道中上园社区5号院
的居民常常会发出这样的
感慨 ， 因为每隔一段时
间 ， 小区都会迎来看得
见、 摸得着的新变化。

然而就在两年前， 只
有500户居民的中上园5号
院由于无物业管理导致
“脏乱差” 成为常态， 同
时也成为投诉的重灾区 。
为了切实帮助居民解决问
题， 2020年， 中仓街道为
小区找来了一位 “管家”，
牵头在小区成立了物管
会， 将党建引领和物业服
务有机结合起来， 下大力
气抓好物业管理这个 “关
键小事”。 如今， 两年过
去了， 该小区里里外外焕
然一新， 居民们的幸福感
实现 “原地提升”。

IT从业人员焦先生家住海
淀区香山街道 ， 最近打电话
咨询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确认补
办社保卡时间时 ， 得知中心
提供24小时自助服务， 便周末
前去体验了一把 。 “不用请
假 ， 也不用排队 ， 得空儿跑
一趟就把事儿给办了， 简直太
方便了。”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是民生
保障最基层的服务窗口， 机构
虽小， 承担的任务却很重。 医
保、 失业登记、 灵活就业……
社区居民遇到的大小事都会来
这里咨询、 办理。 “街道上班
时我也上班， 我下班时他们也
下班了 。 办理时得请假跑一
趟 ， 办完了取件还得再请假跑
一趟。” 以往群众办理社保业务
时会有这样的烦恼， 而社保工
作人员也面临工作量集中、 窗
口压力大、 办理效率受限等难
题。

针对群众办理社保业务的
痛点、 难点， 香山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自去年6月推出每周一至
周五 “早晚弹性办” “午间不

间断” 和 “周末不休息” 的延
时服务机制， 既解决了工作时
间不能来现场的群众的办事
需求， 又分散了中心常规工作
时间的人流量和业务量。 一年
半以来， 延时服务累计服务群
众2000余人次。 今年， 中心又
推出自助智能流转柜 ， 还设
立了24小时 “不打烊” 自助服
务区， 居民无需去柜台排队叫
号 ， 先 电 话 咨 询 所 需 材 料 ，
刷身份证、 社保卡即可自助提
交办理各项业务， 全程用时不
到10分钟， 大大提高了办理效
率。

香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
志芳表示， 街道将不断优化24
小时自助服务区和线下窗口系
统的整体服务架构， 做好便民
服务自助智能设备的社区推广
工作， 重点解决辖区中老年人
等弱势群体体验自助服务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 ， 并积极探索
“线上人工帮办” 新模式， 以实
现线上办理和线下服务的有效
融合， 让便民更有温度， 服务
更有速度。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香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24小时“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