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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社区工作者日夜坚守， 邻村
服务队赶来支援， 多方接力爱心
守护……连日来， 在朝阳区各封
（管） 控区内， 朝阳群众团结一
致共同战 “疫”， 守望相助， 传
递着温暖， 熨帖着人心。

轮椅上战“疫”不退缩

“我必须在抗疫第一线， 只
有在现场， 我心里才踏实！”在八
里庄街道甘露园社区朝阳园小区
防疫一线， 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身
影，她就是社区党委书记史润霞。

时间倒回到3月20日， 史润
霞和社区工作者们连夜为确诊病
例流调轨迹中出现的餐馆做消
毒。 消毒过程中， 史润霞不慎一
脚踩空， 摔倒在地。 当时左脚就
疼痛难忍， 但想到疫情防控刻不
容缓， 史润霞并没有停下来。

第二天， 左脚腕肿胀的史润
霞在同事的劝说下去了医院， 经
医生诊断， 她的左脚脚踝骨折。
但来不及休息 ， 3月22日一早 ，
史润霞接到上级通知， 要求对朝
阳园小区1、 2号楼进行封控， 3、
4、 5、 6、 7号楼进行管控， 她立
刻坐着轮椅赶到了朝阳园小区。
“这种时候 ， 我没法待在家里 ，
不看到现场情况 ， 我这心里没
底。” 面对同事和居民们的劝阻，
史润霞说。

在史润霞的带领下， 社区工
作人员和街道的应急志愿者队伍
立刻组织开展起核酸检测、 安装
门磁、 配送物资、 消毒公共区域
等工作。

朝阳园小区封（管）控后，居
民们就医、物资需求、情绪安抚等
又成了史润霞的心头事儿， 这几
日， 在社区工作者忙碌着为居民
清运垃圾、 配送物资的同时， 史
润霞实时关注居民群， 协调处理
居民各类需求以及问题咨询。 有
孩子需要打针治疗， 她第一时间
协调，安排医护人员上门注射；有
居民家里出现跑冒滴漏等， 她与
物业协商，做好防护上门处理。

真心换真情， 史润霞心系居

民的行为感动了居民， 在居民群
里， 许多人主动请缨，“需要志愿
者报名吗？ 退伍军人申请出战。 ”
“有共产党员先锋岗联系我。”“需
要业主帮忙搬运物资的话， 我可
以。”大家心手相连，同心同行，共
渡难关。

这个“大白”会“撒谎”

一大早， 在小红门地区肖村
的临时住所里， 牌坊村村委会主
任袁鑫熟练地穿戴好全套防护装
备， 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这
几天， 袁鑫带领同村几名工作人
员来到肖村， 支援封 （管） 控区
服务保障工作。

每天， 袁鑫都会在肖村开展
“敲门行动 ”， 完善村民信息台
账， 了解村民需求， 宣传防疫政
策。 这天上午， 袁鑫敲响了杨向
红老人的家门， 老人拿着医保存
折， 正准备出门。 “杨大爷， 现
在疫情防控， 咱们不能出去， 您
需要什么 ， 我们可以给您送上
门。” 袁鑫说。 可老人着急去银
行取钱， 说自己没现金了。

袁鑫了解到， 杨向红是孤寡
老人 ， 身体还有残疾 ， 生活困
难， 脾气比较倔强， 也不愿意麻
烦别人。 袁鑫耐心劝导， 但老人
坚持要外出取钱， 无奈之下， 袁
鑫只能 “连哄带骗”， “您放心
吧， 医保存折给我们， 这事我们
帮您办！” “大白” 们很快凑齐
了320元现金送到了老人手中 。
袁鑫撒着善意的谎言， “钱给您
取来了， 您先用着吧， 最近不需
要出门， 钱都够用了。”

“特殊人群的日常生活， 我
们需要重点关注。” 袁鑫说， 工
作组建立了老人、 孕妇等特殊人
群需求台账， 帮助他们联系药店
购药、 线上医生问诊， 安排专人
每天主动问需， 确保他们的日常
生活不受影响。

绿色通道暖人心

“谢谢你们的帮助， 让我完

成了送别父亲的心愿。” 在高碑
店地区花园闸社区， 居民关先生
夫妇向社区工作者们深深鞠躬，
表达了最真诚的感谢。

几天前的下午5点多， 花园
闸社区党委书记刘强的手机被震
响， 电话里传来居家观察人员关
先生焦急的声音， “刘书记， 我
岳父在医院抢救， 我们能不能去
医院见父亲最后一面？” 刘强心
中一紧， 连忙说， “您的心情我
们非常理解， 我们一定尽最大努
力让您不留遗憾。” 接听完这个
电话， 刘强迅速向高碑店地区工
委、 办事处汇报。

正在沟通、 协调时， 刘强的
手机再次响起， 关先生说老人抢
救无效， 已经不幸离世， 并询问
是否能去医院送老人最后一程。

与此同时， 地区办事处领导
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请示了区
里有关部门， 并协调了医院所在
的外区相关单位。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高碑
店地区办事处决定按照社区防控
特殊情况处理流程， 对关先生夫
妇启动 “中断管控” 措施， 在做
好防护的前提下， 关先生夫妇由
工作人员陪伴， 闭环前往医院送
别父亲。

地区、 社区工作人员连夜与
医院协商探望事宜 ， 并紧急调
配防护用品 、 专车 。 “我们多
方协调， 联系医院开通了绿色
通道 ， 共同配合完成此次特殊
的探望。” 地区工委副主任彭飞
说道。

次日大清早， 工作人员带上
慰问品以及祭奠逝者的鲜花来到
关先生家门口， 协助关先生夫妇
做好各项防护， 专车将关先生夫
妇送往医院。 同时， 工作人员还
肩负起为守在家中的两个孩子送
午餐的任务， 并陪伴至关先生夫
妇顺利返回。

病毒无情， 人间有爱。 这些
可爱的朝阳群众不仅仅是疫情防
控的守护者， 更是爱与温暖的传
递者，全力帮助、温馨守护，让居
民安心、放心地“宅家”抗疫。

可爱的人 暖心的事

连日来，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
控形势，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
道通过科学精准的服务， 为隔离
区和封控区的居民做好各项服务
保障。

3月18日， 在纷纷扬扬的大
雪中， 石玉龙和和平里街道 “志
愿购物组” 的小伙伴儿们又出发
了。 他们有的去中日友好医院、
有的去东直门中医院 、 有的 去
安贞医院……疫情突发以 来 ，
和平里街道充分考虑到隔离区、
管控区的居民需求 ， 成 立 了
“志愿购物组 ” “党员突击队”
等组织， 按需为居民提供精准服
务。 而石玉龙所在的 “志愿购物
组” 是专门为居家隔离的老年人
提供开药 、 购药服务的10人小
组。

“我老伴有糖尿病 ， 每天都
得吃药， 今天刚好是取下一疗程

药的日子 ， 不让出门这可怎么
办？” 3月24日上午， 一通电话打
到社区居委会， 电话中传来了一
位老人焦急的声音 。 “您别着
急， 您告诉我药品的名称和医院
的联系方式， 我帮您去取药， 保
证今天给您送到家。” 社区工作
人员仔细记下取药的相关信息，
挂了电话便赶往医院取药。

“隔离居民的需求就是我们
服务的指挥棒。” 民旺社区常住
居民有4900户。 和平里街道在敲
门摸排过程中了解到社区内有很
多老年人， 不少患有心脑血管疾
病、 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 购药、
取药成为急需的诉求。 通过跟东
城团区委合作， 街道迅速成立了
由东城青年志愿者构成的 “志愿
购物组”， 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
开药、 购药的代跑服务。

“我们今天就有20个人的取

药需求。” 石玉龙拿出手里的20
多张医保卡， 分别交给当班的4
名成员。 他是 “志愿购物组” 的
一员， 虽然小组人不多， 但年龄
区间却横跨70后到90后。 “很多
老 人 被 隔 离 后 没 法 买 药 ， 我
们的代跑服务就是给他们提供保
障。”

除此之外， 为保障居民的正
常生活， 和平里街道与东单菜市
场 、 物美超市和平里东街店对
接， 并将购物联系人电话、 购物
小程序等向居民公布， 方便居民
购物。 蔬菜等物品配送至小区门
口后， 由物业工作人员或志愿者
为不能出户及行动不便的老人
“送货上门”。 街道还统一购买了
应急保障爱心包， 为居民提供生
活必需； 开设心理咨询热线， 组
织社区心理服务站的咨询师为居
民提供线上免费心理疏导服务。

□本报记者 边磊

近日， 通州区人力社保局
相关负责人与漷县镇域内13家
重点企业负责人展开座谈 ，围
绕岗补社补、就业补贴、人才招
聘等惠企政策进行了深入解
读。

为了及时解决企业在就
业、招聘、政策申办等工作中遇
到的难题， 通州区人力社保局
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建立了微
信群， 让企业有任何问题都可
以在群中交流沟通， 使问题快
速有效得到解决。

相关负责人介绍，岗补社补
是一项重要的惠企政策， 企业
用工中招用本地职工， 用足用
好惠企政策， 既能减轻企业用

工成本负担， 也能增加当地就
业率， 希望各企业的负责人加
以重视 ， 应享尽享惠企政策 。
“这样的方式非常好，讲解的都
是‘干货’，对我们帮助很大。 工
作人员还给我们留下咨询方
式， 今后会加强与他们的沟通
互动，及时了解更多好政策。 ”
一名企业负责人说。

通过此次座谈， 区人力社
保局成功为镇级相关部门与各
企业间搭建了沟通、 交流的平
台，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
积极为企业解决招工难、 人才
易流失等问题， 持续优化漷县
镇的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
助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本报记者 张晶

“清明临近了， 咱们得倡
导殡葬新风， 文明祭扫， 不能
烧纸。 再说了， 春天山上风较
大 ， 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火
灾。 请您将随身携带的火种放
在我们这里寄存， 下山后我们
会原物归还 ！” 3月27日上午 ，
在怀柔区桥梓镇后桥梓村集中
殡葬点， 该村道德评议会的成
员在入口处宣传文明祭扫知识
并代为保管火种。

据了解， 自2015年起， 桥
梓镇按照 “办事公道、 威信较
高、 敢说敢评、 会说会评” 的
原则， 重点吸纳在群众中有声
望 、 有影响的老党员 、 老干
部、 致富能手及村民代表等成
立了道德评议会。 这些道德评
议会成员通过自身在村民中的
威望， 解决了很多农村婆媳不

和、 家庭矛盾、 邻里吵嘴、 环
境脏乱、 村民陋习等看似 “鸡
毛蒜皮” 实际上却很让人头疼
的小事。

“道德评议会” 制度经过
几年的探索实践 ， 正逐 渐 成
熟 ， 评议对象不再仅仅局限
于 “身边好人 ”“道德模范 ”等
内容，而是不断发展丰富内涵，
逐渐形成新风尚的带头人 、引
领人、 监督人和评议人为一身
的多面手。 桥梓镇相关负责人
介绍：“多年来， 道德评议会起
到了维护文明和谐社会环境的
作用， 对基层社会治理起到了
极大的助推作用。 下一步， 道
德评议会还将参与到 ‘诚信桥
梓建设’中 ，为 ‘诚信商户 ’‘诚
信标兵’‘诚信村’ 的评选提供
道德评议支撑。”

“道德评议会”成为桥梓镇基层治理新模式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李蕊

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精准服务隔离管控区居民

朝阳封（管）控区里的爱心接力 昌平区回龙观街道龙城社
区的居民， 今年春分日在家里
种下了一颗种子 ， 待长出秧
苗 ， 将 移 植 进 小 区 “花 海 ”
中。 近日， 在昌平区回龙观街
道龙城社区 “花海” 可持续营
造计划启动仪式现场 ， 5名社
区多元主体代表分别以不同群
体身份 ， 讲述各自服务社区 、
助力 “花海” 建设的初心与承
诺， 更提出 “以花为媒睦邻为
伴 ”， 推动 “花海 ” 成为龙城
社区的 “精神坐标”。

据悉 ，这片 “花海 ”占地1.2
万平方米，贯穿小区南北。 “花
海”下覆盖的是干河道，因水质
差蚊蝇滋生， 相关部门加设土
盖治理，但久而久之，土壤上杂
草丛生，环境脏乱。 2017年，在
河道管理部门的同意下， 龙城
社区居委会与小区开发商 、物
业在加盖后的河道上种花草 ，
使原本杂乱的河道形成了一条
整齐的景观花道。 可随着发展，
“花海 ” 逐渐暴露出维护成本
高、群众意见不一、难以继续提
升品质等问题。

进入第6年， “花海” 怎么
建？ 怎么保障持续发展？ 社区
决定摆到桌上议一议。 此次针

对 “花海” 改造议题， 社区经
过多次提前沟通、 筹备， 召开
了 “花海” 改造民主议事协商
会 ， 回龙观街道相关科室人
员、 社区 “两委”、 物业代表、
开发商代表、 居民代表、 业委
会代表等20多人围桌畅谈。

议事会现场， 各方代表聚
焦 “花海” 改造最为关键的资
金来源和后期养护等问题， 纷
纷提出自己的看法。 “可以采
用捐赠或认领的形式， 比如每
个人捐100元 ， 注入公益资金
池 。 ” “可以策划品牌活动 ，
吸引更多人加入，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 ”“可以通过广泛招募，
扩大志愿者队伍。 ”……最后，
经由全体与会人员共同举牌表
决， 正式启动 “龙城花海” 可
持续营造计划。

据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堃介
绍， 下一步， 龙城社区将深入
推进 “龙城花海” 可持续营造
计划落地， 后续通过开展 “花
海自留地” 种植、 家庭阳台种
植培训、 花海摄影展等系列活
动， 打造 “花为媒” 的邻里社
交 ， 号召居民朋友们走出家
门， 让社区更有暖意， 让居民
更有幸福感和归属感。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宋阳

建微信群 让企业诉求及时获得响应

走近村民宣传文明祭扫

做百姓需求的爱心使者

回龙观龙城社区和睦邻里“花为媒”

通州区人力社保局下基层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