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差别办理政务事项
“家门口”也能办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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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李硕

综窗前移给居民提供了便
利 ， 但办事效率和质量如何保
证？ 这也是居民们关心的问题。

西城区社区政务服务规范化
建设对各社区服务站提出了 “六
统一” 标准， 暨服务模式、 服务
事项、 办事指南、 服务流程、 线
上渠道、 视觉标识等 “六统一”。

“我们在硬件和制度方面，都
进行了升级。 ”西城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 广外街道和天桥街道的47

个社区服务站已经统一配置了高
拍仪、评价器等办公设备，统一制
作摆放对外服务标识。与此同时，
社区服务站实行了统一的服务承
诺、亮明身份、首问负责、一次性
告知、帮办代办、错峰延时、监督
评价等基本工作制度，制定《社区
政务服务规范化建设综合窗口运
行规则》，统一对外公示。

该负责人介绍， 2021年试点
期间， 西城区已经在全区推出了

包含广外街道社区政务服务 “便
利店 ” 、 天桥街道 “百姓会客
厅”， 椿树街道 “一站多居” 政
务服务在内的15个社区政务服务
示范点建设。 今年， 广外街道和
天桥街道实现社区政务服务规范
化建设全覆盖， 进一步发挥了社
区服务站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职
能， 让群众就近、 就便享受到优
质高效的政务服务， 全面提升了
群众办事便捷度和满意度。

家住朝阳区垡头西里三
区的李大爷是一位73岁的失
独老人， 平时只有老两口在
家。 近日， 一向冷清的家里
突然热闹了起来， 垡头燃气
服务中心的职工成了家里的
常客。 “大爷， 您家燃气设
备没有问题， 但是燃气管道
上是不可以悬吊和搭挂重物
的， 为了您的用气安全， 我
们帮您把管道上的杂物取下
来吧。 ”北京市燃气集团三分
公司户内服务二所垡头燃气
服务中心职工李有民、李阳一
边向老人普及燃气安全常识，
一边和老人唠着家常。

自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以来，北京燃气
集团积极围绕城市运营保障、
燃气用户服务需求和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聚焦解决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其
中，北京燃气集团第三分公司
户内服务二所党支部通过组
建“五老”服务队，力争为广大
用户办好身边事。

今年3月起，“五老” 服务
队首先在垡头燃气服务中心
启动。 “‘五老’主要包括困难
老人、残疾老人、空巢老人、老
党员、老教师等用户，服务队
定期为他们提供关爱服务，全
方位保障‘五老’用户的用气
安全。 ”三分公司户内服务二
所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五老”服务队通

过与社区对接，建立“五老”用
户档案，对老人家庭、身体、用
气设施等情况进行了解 、分
类，为老人提供“一对一”专属
服务。服务队定期为“五老”用
户进行安全巡检，通过采集用
户设备设施信息，为符合条件
的用户更换物联网智能表。如
用户腿脚不便，服务队还会派
人上门，为用户现场充值。

服务队还会针对老人的
不同特点， 选择最适合的方
式向他们普及燃气安全法律
法规 、 安全用气常识、 保护
燃气设施责任等内容， “比
如我们针对视力不好的老人
采取以讲述为主的方式， 对
听力不好的老人主要采用宣
传册进行宣传， 通过多种方
式帮助他们提升燃气安全意
识。” 服务队队员李有民说。

除了燃气服务 ， 服务队
还给各社区老人建了微信服
务群， 不定时发布一些垃圾
分类、 健康养生、 适合老人
的文娱活动等信息， 通过服
务群既可以帮助解决老人日
常燃气问题， 又能为老人疏
解 情 绪 、 丰 富 日 常 生 活 。
“‘五老 ’ 服务队刚刚启动 ，
在推进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
完善， 我们希望用儿女般的
关心和孝心为老人做力所能
及的事， 让他们体会到老有
所依 、 老 有 所 乐 、 老 有 所
学。” 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盛丽

“受疫情影响， 学校的线下
培训按下 ‘暂停键’， 生存压力
加大， 迫切需要提升相关线上开
班技能， 这个免费培训班就是一
场 ‘及时雨’， 解了我们的燃眉
之急。” 北京某民办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负责人表示 。 4月13日 ，
记者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获悉， 京冀地区职业技能培
训机构教师线上教学能力提升培
训会启动， 来自京冀地区民办职
业技能培训机构的1300余名教职
工参加了免费培训。 其中包括北
京市各区271家培训机构的800余

名教职工， 以及来自雄安新区、
廊坊北三县、 张家口和承德等地
培训机构的500名工作人员。

前期，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在“局处长走流程”活动中发
现， 北京市部分民办职业技能培
训机构有着提升培训能力的需
求。 培训机构教师希望借助培训
平台，打破照本宣科，增加课堂互
动环节； 希望学习更适用于网络
教学的方法和培训模式， 能够吸
引学员的关注度； 希望学习制作
教案和网上课件， 让新从事教学
工作的兼职教师尽快上手。 北京

市新媒体技师学院针对这些具体
问题，认真统筹、科学设计课程及
内容， 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
提下，实现了线上培训全要素、全
流程展示教学， 服务本市的同时
辐射河北部分地区， 同步提供相
应的培训服务。

下一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将根据广大教职工提升能
力的具体需求， 持续开展机构师
资线上培训工作， 减轻疫情对职
业技能培训带来的影响， 推动京
冀两地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协同发
展。

手握卷尺测量钢筋 排 距 、
脑 海 里 快 速 检 索 标 准 规范条
款、 认真查验竖井防护设施是否
完备……4月13日，北京市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第15个 “安全质量
月” 活动的压轴大戏———第十一
届轨道交通工程岗位技能竞赛在
北京地铁城市绿心预留工程施工
现场激烈进行。

考场1： 1比例完全实景模拟
轨道交通工程暗挖施工作业环
境， 考题就在钢筋、 混凝土、 防

水材料、 脚手架、 电动三轮车、
竖井等部位和工序上。 来自37家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单位的56名安
全质量一线管理人员， 正依靠专
业知识和多年的施工经验， 凭借
“火眼金睛”， 在规定时间内尽可
能多地将预设的安全质量隐患一
一查找标识出来。

来自地铁17号线04标的刘子
焱在项目上负责施工安全， 答题
过程中他一直写写画画。 “我感
觉不难， 这些问题平常在工作中

也会发生， 发现了就会规避掉。”
据介绍， 北京市轨道交通工

程 “安全质量月” 活动开展15年
来， 北京市住建委健全轨道交通
工程安全质量管理规章、 制度，
不断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 持续
加大安全质量状态监控检查投
入 ， 狠抓安全质量管理薄弱环
节， 督促各参建单位有效落实主
体责任， 积极防范和化解安全质
量风险隐患。

□本报记者 赵思远

“火眼金睛”揪出安全隐患

西城区政务服务大厅“下沉”社区

北京燃气“五老”服务队让“老有所依”

本市开展轨道交通管理员岗位技能大比拼

50个政务“高频事项” 居民可“家门口”办理

□本报记者 张晶

本市为千余名京冀培训机构教师开展免费线上培训

疫情防控不松懈 技能培训“不打烊”

“以前好多事都需要到街道或者是区里去办， 费时费
力， 这下好了， 以后这些事情守着 ‘家门口’ 就办了。” 坐
在西城区广外街道京铁和园社区服务站里， 居民陈先生由
衷地感叹。 今年以来， 西城区按照 “试点先行、 典型引领、
全面铺开” 的工作思路， 率先在有38个社区的大型街道代
表———广外街道， 有9个社区的小型街道代表———天桥街
道， 完成了社区政务服务规范化建设全覆盖。 在这些社区，
居民不仅可以办理包括社保卡申请、 补领等50个 “高频事
项”， 还可以享受到和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相同的同标准受
理、 无差别办理， 享受 “一窗” 式服务。

走进广外街道京铁和园社区
服务站， 居民柴阿姨正在社工的
指导下浏览50个 “高频事项 ”，
了解综窗前移办政务的新措施。
“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态度一
直很好， 可服务站能办的事项有
限。 比如户籍人口生育登记， 残
疾人证办理、 变更等， 就需要携
带纸质版材料到区级或街道级政
服务大厅办理。 我们这岁数， 忘
性大， 这要落下一份材料， 那可

就费劲了， 来回跑。” 柴阿姨说。
为了方便居民、 提升效率，

西城区政务服务局将政务服务综
窗服务管理平台延伸到社区， 通
过统一配置账户， 实现了社区和
街道的业务、 数据互通， 居民在
“家门口” 就可以办理包含上述
事项在内的50个 “高频事项”。

为减少居民办事等待时间，
西城区还加大人员投入， 推出了
“社区+街道专员服务 ” 模式 ，

由社区服务中心 “全能社工” 协
助办理， 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后台
专员审核。 居民只需在现场稍事
等待， 就能实现 “只跑一趟” 的
高效政务服务。

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 街道在辖区内每个
社区服务站都确定了1至2名 “全
能社工” 进行值守， 不仅可以提
供咨询服务， 还能向居民提供代
填表格、 代办业务等综合服务。

建设标准“六统一”
服务质量无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