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双奥之区”石景山区，有
这样一群人， 他们虽然没有在冬
奥赛场的一线服务， 却用自己的
方式为冬奥会默默贡献着力量。

“阳台不能堆积这些杂物
啊， 我跟您一起清理清理， 这太
危险了。” “楼道里的纸盒是您
家 的 吗 ？ 请 尽 快 清 理 一 下 。 ”
“记住提拔握压， 灭火器就会用
了， 您操作一遍我看看” ……为
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 保
障冬奥会的顺利进行， 增强居
民消防安全意识及自防自救能
力， 自1月28日以来， 石景山区
消防救援支队通过 “消防志愿者
平台” 招募志愿者， 多次开展消
防安全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得到
消息的社区居民踊跃报名、 积极
参与， 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尽一
份绵薄之力。

这段时间， 消防志愿者服务
队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逐家逐户
发放家庭住宅火灾警示资料， 向
居民讲解防火、 报警知识， 以及

扑救初期火灾、 逃生自救知识。
同时， 结合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
的火灾案例， 以讲故事的形式为
居民讲解及时清理楼道、 屋内阳
台可燃物和电动自行车合规充电
的重要性 ， 尽可能做到户户见
面。 对临时外出的家庭， 采取短
信、 微信的形式予以告知， 对独
居、 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 进行
监护人登记， 引导居民时时关注
消防安全， 自觉整改消防隐患问
题。

据了解， 自石景山区消防救
援支队开启 “消防志愿者敲门入
户除隐患” 模式后， 越来越多的
社区居民关注并加入到消防志愿
者队伍中， 志愿者和消防员 “蓝
朋友” 并肩作战， 共同守护群众
平安。

截至目前， 石景山区9个街
道， 151个社区均有了自己的消
防志愿者服务小分队， 来自各行
各业的消防志愿者已达到15000
余名。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入户除隐患 上门送平安

石景山：志愿者与“蓝朋友”并肩作战

□本报记者 盛丽

17岁的盈盈（化名）刚刚度过
了她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年。去年8
月，她的母亲因脑干出血死亡。还
未从悲伤中走出来，父亲在9月因
心梗突然去世。 这些变故让原本
生活幸福的盈盈陷入茫然无措的
状态。

村儿童主任了解到盈盈的
情况后 ， 第一时间汇总了相关
证明材料， 帮助她申请困境儿
童 生活费 。 去年 10月 ， 在村 、
镇、 区三级联动下， 当月完成了
审批 ， 次月盈 盈 就开始享受基
本生活费待遇。 “那时我都对生
活失去信心了， 是政府的关爱
和舅舅一家的照顾 ， 让我的生
活重新又逐渐恢复了色彩。” 盈
盈眼中充满着光亮， 那是对生活
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期许， 心中也
是满满的感激。

应保尽保 “一个都不能少”

为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和保
护工作， 切实提升困境儿童生活
质量， 维护广大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 顺义区构建了区、 镇 （街
道）、村（居）三级儿童福利与保护
工作队伍。 每个镇（街）设置一名
儿童督导员，每个村（居）设置一
名儿童主任， 定期开展困境儿童
大摸排，特殊情况下个别走访，并
分门别类登记造册， 建立困境儿
童动态管理台账。同时，加强儿童
督导员、儿童主任培训，普及政策
要点，提升工作能力，确保“发现
一孩、关爱一孩、救助一孩”。

6个月大的婴儿哲哲 （化
名 ）， 父母均为听力一级残疾 。
在哲哲还未出生的时候， 村儿童

主任就知道了他家的情况， 提前
准备了材料。 哲哲出生后按事实
无人抚养申请生活待遇。 去年8
月哲哲出生， 他的生活费9月就
申请下来了。 据了解，目前，顺义
区对区域内散居困境儿童， 做到
了情况清、底数明、政策到位。

助学工程 圆了学子大学梦

为确保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顺
利完成学业， 顺义区变被动为主
动， 精准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助学工程。 送政策上门， 主动摸
排符合条件的儿童， 主动告知补
助标准， 主动协助申请助学金。
对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 每人每学年发放助学金8000
元， 用于在校期间的学费、 住宿
费、 书本费等； 对已享受其他助

学金资助待遇的， 在已享受助学
金的额度基础上予以补齐。

21岁的周博 （化名）， 父母
都是视力一级残疾。 凭借自己的
努力 ， 2021年 他 考 入 了 大 学 。
2022年初 ， 李 桥镇开展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 摸 排 ， 主
动帮助周博申请了助学金 ， 每
年在享受 4500元国家助学金的
基础上 ， 由顺义区民政局补齐
至8000元， 进一步缓解了生活压
力。

目前， 顺义区共有13名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享受助学金。 今年
1月发放2021至2022学年第一学
期助学金共计3.965万元。

多元帮扶 关心关爱不缺位

为进一步提升困境儿童生活

质量， 为他们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帮助他们树立积极
乐观的生活态度， 顺义区充分发
挥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职能作
用， 统筹民政、 团委、 残联等各
方资源， 开展系列困境儿童关爱
活动。

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 ， 对 全
区 困 境 儿 童 和 留 守 儿 童 开 展
走 访核查 、 监护评估 、 人际调
适、 精神慰藉、 心理疏导等专业
关爱服务， 探访困境儿童 700余
人次 ， 个案帮扶300余小时。 开
展“快乐六一·书送未来”慈善公
益项目 ，儿童节期间为困境儿
童发放书包、 书卡等礼物 。 开
展 “阳光同行 情暖童心” 活动，
为 困 境 青 少 年 实 现 “心 愿 ” 。
2022年春节， 为散居孤儿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发放慰问金。

顺义为困境儿童筑起成长“港湾”

在“家门口”参与冬奥、奉献冬奥、助力冬奥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用爱心点亮希望

近日， 北京迎来降雪和雪
后大幅降温天气。 为更好地保
障雪天供暖工作， 怀柔区庙城
镇派出了入户问暖小组， 对反
映供暖问题的村民逐一上门入
户了解用热诉求 ， 现场核实 、
现场解决。

2月14日 ， 工作人员顶着
严寒及时上门， 对村民家中出
现的取暖问题进行检查分析 。
在村民蒋金成家， 工作人员通
过现场查看分析， 找到了 “温
度没有以前高” 的原因： “您
家房屋翻建后， 地暖管道已经

好几年没有清洗了， 很可能是
管道存在堵塞造成水循环不
畅 而 导 致 温 度 难以 升 高 。 ”
工作人员在解答故障原因的
同时， 立即对地暖和滤网进行
了清洗和疏通。 清洗后不到半
小时， 蒋金成家的温度就有了
明显升高。

像服务蒋先生一样， 入户
问暖小组还同样关心着镇域内
两河地区6个村约2500户的供暖
户。 经统计， 2月11日至14日期
间， 入门问暖小组累计通过上
门走访的方式 ， “未诉先办 ”

帮助村民解决供暖问题21件 ，
做到供暖问题事事有答复、 件
件有落实。

此外， 入户问暖小组还走
进供热公司， 监督企业合理调
节供热系统 ， 提前升温运行 ，
确保 “气温下降， 室温不降”。
针对老旧小区等重点点位， 问
暖小组要求相关供热公司增加
巡查巡检频次， 强化应急抢修
力量， 特别是对于老旧管线等
薄弱环节做好应急准备， 及时
处置跑冒滴漏、 爆管等突发事
件， 确保供热服务质量。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崔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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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 可以在 ‘家门
口’ 看冬奥会， 还拥有了属于
自己的 ‘冰墩墩 ’， 我太开心
了 。” 延庆区永宁学校三年级
学生李禹彤说。

2月15日，延庆“冬奥业校”
新春第一讲在延庆区永宁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讲， 基地负
责人赵红敏为学员们普及了冬
奥相关文化知识、 观赛礼仪等
内容， 还邀请了专业面点师教
大家制作“冰墩墩”面点。

揉、 擀、 搓、 捏……柔软
的面团在学员的手中变换着各
种形状 。 经过调整 、 塑形后 ，
学员们把 “冰墩墩” 身体的各
个部分组合在一起 ， 不一会
儿， 一个个憨态可掬的 “冰墩
墩” 就呈现在大家眼前。 圆滚
滚的身体、 乌黑的眼睛、 圆圆
的耳朵……当看到自己亲手制
作的 “冰墩墩 ”， 学员们掩饰
不住内心的喜悦， 纷纷拿出手
机和自己的作品拍照留念。

本次课程还邀请了冬奥会
闭环工作人员和服务保障人员
家属参加。 “我的家人是五棵
松体育馆闭环志愿者 ， 从1月
23日开始闭环 ， 要3月20日才

能回来， 不过我们每天都可以
视频。 能为冬奥会服务， 我们
都很支持他 ， 为他骄傲 。” 参
加活动的闭环志愿者家属王冠
璎说。

据介绍， “冬奥业校” 是
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抓
住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筹办、 举办契机， 推动冬奥

知识在群众中常态化传播的创
新举措。 “冬奥业校” 不仅有
课堂， 更有体验活动， 依托点
单派单志愿服务平台资源， 把
与冬奥会、 冰雪运动相关的更
多课程和体验送到乡村、 社区
里 ， 让大家能够在 “家门口 ”
参与冬奥、 奉献冬奥、 助力冬
奥， 感受延庆的发展和变化。

近日， 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三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
开展了 “喜气洋洋猜灯谜 其乐融融庆元宵” 主题活动， 社区 “老街
坊” 志愿者、 退伍老兵和社区居民一起制作手工灯笼， 处处洋溢着
浓浓的喜庆气氛。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侯宇宣 摄影报道

庙城镇“问暖”小组全力保供暖

延庆“冬奥业校”新春第一讲开讲

做做灯灯笼笼 庆庆元元宵宵

走家入户“问冷暖” 为民服务“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