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后我们一定尽好赡养义务， 让老人有个幸福的晚年。 ” 3月16日下午，通州区宋庄镇宋得富（化名）老
人的子女们在沐泽社会工作事务所正式签下了赡养协议。 从露宿街头到老有所依， 宋得富的温暖结局离不
开“子女赡养问题调解小组”数十次的深入沟通和多轮面谈调解，更是宋庄镇基层治理发挥作用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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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

无人赡养老人苦
镇里组建“专案组”

79岁的宋得富独自居住在宋
庄镇徐辛庄烛光小区， 宋庄镇派
出所多次接到老人走失并独自流
浪在大街上的相关警情， 但联系
其三个女儿均未得到正面答复。
为让宋得富老有所依， 宋庄镇党
委政府于2021年底组建 “子女赡
养问题调解小组”，成员包括镇民
政、徐辛庄派出所、司法所、沐泽
社工及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

2021年12月16日，“子女赡养
问题调解小组” 开展初次入户探
访和面谈评估。同时，沐泽社工在
徐辛庄派出所协助下， 与宋得富
的三个女儿及家人展开沟通，小
组成员了解到三家均存在客观的
身体健康问题和经济负担， 且相
互间存在矛盾纠纷， 甚至出现过
老人前脚被接走后脚被 “退回”、

退休金被私自动用等情况， 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老人情绪的不稳
定。 小组成员多次劝导、 多方奔
走， 最终促成了2021年12月22日
的一场相关家庭成员面对面协调
会。

部门联动齐发力
老人晚年终有依

协调会当天， 沐泽社工和社
区社会组织负责人提前来到宋得
富家中，同老人拉家常，帮老人做
康复训练。 协调会历时近3个小
时，在“子女赡养问题调解小组”
的积极协调下， 三家表示明晰了
自己应尽的法定赡养义务， 并达
成了照顾老人的初步共识。随后，
沐泽社工提出初步解决方案：元
旦前其中一家暂时将老人接回家
照料， 由小组中司法所工作人员
制定后续赡养协议。

2022年3月16日，“子女赡养

老人协议签字仪式” 召开，“子女
赡养问题调解小组” 与宋得富的
子女们就赡养内容共同商议，宋
庄镇民政、司法所、派出所工作人
员还对部分赡养内容进行了解
答。同时，为避免再次出现老人钱
财被无故取走的情况发生， 经三
家同意，宋得富的银行卡、存折由
沐泽社会工作事务所代为管理，
并进行了现场封存。 宋得富的晚
年生活有了着落。

自治组织有热情
感化儿女唤亲情

宋得富赡养问题的解决，离
不开一群活跃在宋庄镇上的社区
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热心村民。这
群平均年龄61岁的“宋庄大爷”和
“宋庄大妈”，跟子女讲孝道传承，
给老人帮扶与陪伴， 在调解过程
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 也正
在打造助力宋庄镇基层治理的响

亮品牌。
据了解， 为保障宋得富家庭

成员面对面协调会顺利进行，宋
庄镇小营村社区社会组织春暖花
开舞蹈队， 徐辛庄社区社会组织
“烛光”老人关爱小组多次进行入
户探望。 “老人想吃馒头，好说，我
们蒸好了给送过去。 老人穿的衣
服有点破旧， 我们还给送了新衣
服。 ” 春暖花开舞蹈队负责人说。
此外，“烛光” 老人关爱小组的公
益理疗师也主动上门， 帮助宋得
富做康复训练， 从卧床不起到能
简单行走， 宋得富的身体一天天
硬朗起来，精神头儿也好了很多。
一系列暖心行为， 也让宋得富的
子女们受到感化， 在行动上做出
了切实改变。

基层治理有目标
“四联治理”显成效

今年是城市副中心的基层治

理年。 日前，通州区下发了《关于
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区）
“基层治理年”的工作意见》，出台
推进街道（乡镇）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建设、 培育发展基层治理类社
区社会组织、 提升专业机构服务
能力、 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
服务组织专项培训等举措， 旨在
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专业化水平，助力城市副中
心“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宋
庄镇结合镇域实际情况， 打造了
“问题联商、专群联动、矛盾联调、
跟进联治”的四联治理格局。宋得
富赡养问题的解决， 便是四联治
理格局下的一场“漂亮仗”。

“基层治理要以满足群众需
求为根本，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
我们的工作重点。 ”宋庄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 将持续拓展四联治理
格局的覆盖范围， 促进各部门协
同联动、齐抓共管，吸引更多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

从露宿街头到老有所依

“您好， 我是东城区疫情流
调的工作人员……” 凌晨3点 ，
几十名东城青年突击队队员仍坚
守在岗位上， 几乎一刻不停地拨
打着电话。 记者3月22日从团市
委获悉， 从3月14日以来， 东城
青年突击队已持续奋战130多个
小时， 累计1100余人次参与， 完
成5100余人的流调工作。

党有号召， 团有行动， 疫情
就是命令。 东城共青团第一时间
吹响青春集结号， 动员最积极 、
最有生气的青年力量投身疫情防
控， 不到一小时便组建起东城抗
疫青年突击队， 全力以赴与时间
赛跑， 同时号召青年志愿者参与
核酸检测、 入户摸排等服务保障
工作中， 筑起疫情防控的 “青春
防线”。

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
东城团区委充分发挥各级团组织
及区青年联合会、 区志愿服务联
合会的组织优势， 持续凝聚防疫
力量 。 在短短几天内 ， 青年干
部、 青联委员、 国企青年、 青年
社工等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纷纷
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比如东城青
联委员们第一时间参与并组织社
会领域青年助力战 “疫” 行动；
东城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 《东
城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预备队招
募令》， 截至目前， 累计5600余
人次志愿者参加防疫志愿服务，
贡献志愿服务时长达5.7万余小
时。

国家移民管理局北京边检总
站的青年干部谢辉看到朋友圈里
的 “招募令” 后主动报名， 加入
流调工作队伍， 自愿放弃周末休
息， 连续工作近10个小时。 刚开
始他打电话时并不顺利， 会被当
成骚扰电话直接挂断， 或被误认

为诈骗电话换来一顿责备。 但是
谢辉毫不气馁， 通过真诚耐心的
沟通， 赢得流调对象的信任和配
合， 高质高效地完成流调任务。
他说， 作为一名驻区中央单位的
青年， 有责任、 有义务为首都核
心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在流调工作现场， 突击队员
看到流调名单中有一位俄罗斯籍
人士顿时犯了难， “请问有人会
俄语吗？” 队员孔川萍站了起来，
“让我试试吧。” 他是一名95后国
企青年， 也是一名党员， 上学期
间自学俄语并通过大学六级， 工
作之余积极报名加入东城抗疫青
年突击队， 参与各项急难险重任
务。 孔川萍发挥专长， 熟练地用
俄语与摸排对象交流， 化解了工
作现场的语言难题。

年轻， 就要做防疫的 “生力
军”。 在疫情防控的 “战场” 上，
东城青年全力以赴， 他们不仅是
“语言能手 ” ， 还是 “科普达

人”， 不少青年熟稔地掌握防疫
常识和最新政策， 对流调对象提
出的各种问题对答如流， 展现出
东城抗疫青年突击队强大的战斗
力以及青年志愿者过硬的本领。

3月19日凌晨1点 ， 东城团
区委干部李小宇接到区疾控中心
的电话， “紧急派单， 有282人
需要尽快进行流调。” “好， 马
上落实。” 他第一时间在突击队
工作微信群中发布通知， 不到十
分钟队员们就全部到位， 连续几
天的奋战， 他们已形成24小时随
时待命的工作常态。 大家分秒必
争， 无论白天黑夜， 只要任务下
达， “收到” 的回复瞬间在微信
群里刷屏。

请党放心，战“疫”有我。 东
城共青团以最快的速度、 最高的
效率、最准的精度，团结凝聚广大
青年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在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书写无悔
青春。 东城团区委供图

东城战“疫”一线有支青年突击队
□本报记者 任洁

一周时间累计1100余人次参与 完成5100余人流调

近期， 怀柔区北房镇不断加
大无障碍设施的升级改造力度，
在各村 （居）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公共设施建设上充分考虑到残
疾人的需求， 进一步优化坡道陡
度。 经统计， 该镇将新增和升级
无障碍坡道16处。 北房镇小辛庄
村李女士高兴地表示： “看到修
缮升级的无障碍通道出入口开口
更大、 坡道更缓了， 家中老人出
门活动我心里也更放心了。”

无障碍设施不仅只针对特殊

群体， 也能使老人或者某些时
刻行动不便的人群出行更加方
便。 除了根据实际新增和升级完
善的无障碍通道设施， 北房镇还
将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进一步
完善配备便民服务用品和简单医
疗设备， 如雨具、 急救箱等， 力
争为群众提供更加暖心便利的服
务。 此外， 该镇还将进一步完善
基础设施， 补齐民生短板， 打通
文明创建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
里”。

怀柔北房镇无障碍设施改造暖人心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程佳琦

“终于解封啦！” 2022年3月
21日晚， 家住中关村街道西里社
区的不少居民一出门就收到了社
区送上的鲜花和感谢信。 随着社
区以及周边学校、 商户第四轮核
酸检测结果全部显示阴性， 根据
海淀区疾控中心关于疫情处置建
议， 当天晚上， 中关村街道西里
社区除确诊病例居住的7号楼7单
元外， 其他封控、 管控区域解除
封闭管理。

从3月7日至21日，连续14天，
疫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解封时
间虽然在夜晚， 但很多居民还是
压抑不住激动、喜悦的心情，立刻
走出院门，感受“自由”的美好。

记者了解到 ， 疫情发生以
来 ， 中关村街道坚持疫情防控
“一盘棋”， 凝聚全员防疫 “一条
心”， 织密民生保障 “一张网”，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 统筹街道、 社区、 公安、 志
愿者等各类力量80余人组建了
“战旗党支部”。

“我们的任务就是就地、 就

近做好核酸检测、 人员排查、 生
活物资保障等工作。” 中关村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他们统筹辖
区双榆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护人员， 日夜兼程为封管控的居
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根据封管
控区不同管理要求和居民不同的
生活需要 ， 对接辖区物美等超
市， 设立起生活物资保障点， 供
居民采买， 同时发挥电商线上平
台“无接触”配送优势，实现生活
物资“点对点”“多对点”供应。

此外， 社区还建立了以居民
楼为单位的防疫微信群， 及时发
布政策信息、 收集居民需求， 并
重点关注封控区和管控区内行动
不便、 患病、 高龄独居居民和孕
产妇等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

中关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解封”不等于“解防”，西里社
区解除封管控管理后将继续实行
7天健康监测，继续严格落实进出
人员身份必问、 信息必录、 体温
必测、 口罩必戴等措施， 扎紧社
区疫情防控防线。

“疫”去春归！ 中关村街道西里社区解封
“解封不解防， 放开不放任”

□本报记者 陈曦

通州宋庄“四联治理”让老人重新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