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2月7日 星期五
编辑／范丽 校对／庆栋 组版／郭欢 综合·要览07A

走进“小社区”，感受涧西人的“大幸福”

75岁的罗阿姨是一位独居
老人，几年来老伴儿和独生儿
子相继去世，她靠微薄的退休
金生活。

昨日上午，当记者在青岛路
二社区居委会看到罗阿姨时，她
正向工作人员递交救助申请。

“针对罗阿姨的这种特殊情况，
申请通过后，每年可以领到国
家、省、市三级大约4000元钱的
救助金。”工作人员说，这是政府
关爱独居老人的一项救助政策。

“通知贴在小区里好久了，
我一直也没注意，幸好社区工作
人员及时提醒我，让我知道了有
这么一个好政策！”罗阿姨说。

将党的各种声音以及各级
的新政策及时传递到基层老百
姓那里，这也是社区的一项重要
任务。

记者了解到，在日常的生
活、工作中，涧西区的各个社区总

是不间断地组织各类主题教育
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在社区公
共场所张贴宣传文章，通过电子
屏幕滚动播放各种新政策……

“社区虽小，与老百姓的生
活息息相关；社区虽小，却操着
千家万户的心。”涧西区委书记
王自文说，正是认识到社区的重
要作用，几年来，该区一直把社
区建设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突破口，持续关注社区管理工
作。经过几年的发展，涧西区社
区管理模式已经深入人心，并逐
渐发挥良好效应。

“全区54个社区全部实行
‘四位一体’、‘两级网格’社区管
理体制。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
步加大社区建设投入，持续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以社区建设
推动各项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
处，不断提升老百姓的满意度和
幸福指数。”王自文说。

每个人的家里，都或多或少
有些闲置物品，扔了可惜，送人又
没对象，怎么办？

在涧西区中侨绿城社区，居
民们的这件“心事”让社区工作人
员记在了心里。经过再三讨论、
策划，在该社区，一个“爱心驿站”
被创办起来。

昨日上午，当记者来到“爱心
驿站”时，社区居民张菊正在挑选
物品。她说，“爱心驿站”自去年
11月创办以来，她已经在这里交
换了好几次物品。“把家里一些闲
置的物品放在这里，可以给孩子
换到一些课外读物什么的，很方
便。”张菊笑着说。

除了物物交换，“爱心驿站”里
还有许多居民或热心组织捐献的
生活用品。“这些东西，有的送给社
区的困难户，有的用来奖励志愿
者。”社区负责人说，有了“爱心驿
站”，居民的积极性都被调动了起

来，社区的邻里关系更加和睦了。
为了更好地推动社区管理工

作，涧西区的其他社区还有不少
好办法。比如，武汉路社区组建
了“乔文娟服务队和健身苑”，广
文路社区设立了“爱心保健屋”，
青岛路二社区开展了“邻里一家
亲”活动，生活新境社区成立了

“互帮物业服务站”……
走访这些社区，记者深切地

感受到，这些富有特色的管理方
式，涵盖了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很受居民的欢迎。

年近四十的王明辉是涧西
区郑州路办事处华源社区的居
民，说起社区开办的“四点半学
校”，她深有感触：“孩子放学到
我下班，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里，有老师辅导孩子写作业，有
小朋友和孩子一起玩，即使下班
晚了，也不用担心孩子没人管。”

在涧西区各社区，与王明
辉有着同样感受的家长不在少
数。在他们的心目中，社区就
像“大管家”，管着老百姓家里
大大小小的事情。

昨日上午，当记者来到长安
路办事处青岛路二社区时，一群
头戴小红帽的老人正在转悠，他
们都是“爱心家园守望团”的成
员。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
守望团由一群离退休老人组成，
每天的工作就是了解谁家遇到困
难了，他们就及时赶去帮忙解决。

□记者 李燕锋

十八大报告提出，基层社区作为城市的细
胞，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社区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它能给老
百姓提供啥服务，带来啥便利？昨日，记者在
涧西区进行了相关采访。

社区是“连心桥”，促进邻里一家亲

社区是“传声器”，传递党的好声音

社区是“大管家”
管着咱家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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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大管家”，是“连心桥”，是“传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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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八大精神在基层贯彻十八大精神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