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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治理

本报消息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民
政厅会同 20个相关部门印发《宁夏加强
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实施方案》及宁
夏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
单，补齐流动儿童保障的制度短板，为促
进全区流动儿童均等享有高质量权益保
障和关爱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实施方案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
重点，坚持普惠和兜底相结合、流入地与
流出地相结合、家庭尽责与政府监管相
结合的原则，主要围绕健全流动儿童权
益保障机制、加强流动儿童权益保障措
施、做优流动儿童权益保障服务 3 个部
分明确了 13 项关爱保护行动工作任
务。其中，在健全流动儿童权益保障机
制方面，将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列入
各地各相关部门重点工作任务予以推
进，建立动态监测、部门协作、信息共享
比对、家庭监护评估干预、重点对象工作
台账、结对帮扶 6项工作机制，提出通过
监测摸排、专题研究、重点关爱服务对象
信息台账、大数据平台动态监测流动儿
童数量规模的变动，为服务的传递提供
可靠的数据支持。

服务清单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
有所医、住有居所、弱有所扶、发展保障
6个方面，在落实国家层面 19项清单内
容的基础上，制定了涵盖 34项服务内容
的“宁夏清单”，形成“家庭为基础、政府
为兜底、社会广泛参与”的流动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格局。

宁夏

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

本报消息 近日，民政部印发《刚性
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规范刚性支出
困难家庭认定工作。

办法明确，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应当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未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且未被认定
为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共同生活家
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
相关规定；提出申请前十二个月家庭刚
性支出总额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超出当地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其
他条件。刚性支出包括生活支出、医疗
支出、教育支出、残疾康复支出等。经审
核认定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有效期
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

办法要求，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负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并接
受上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指导、监
督。认定权限按规定下放至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要加强指导、监督。

办法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应当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
息平台中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单独标
示，并纳入常态化监测预警范围，为相关
部门和单位开展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
帮扶提供信息查询、需求推送等服务支
持。应当畅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
对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的咨询、
投诉、举报，接受社会监督。

民政部

印发《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 胡幸阳 沈思怡 徐敏 颜维琦
孟歆迪 陈海波

说起上海，人们总爱冠以一个“大”
字。

的确，无论城市规模、还是现代化程
度，在全世界都“乓乓响”。

不过，在上海人的心目中，这座城市
又是那么的“小”——一切都是那么亲
近，一切都触手可及，一切都近在身旁。

“这是阿拉自家的城市！”上海人每每会
发出这样的慨叹。

“大”与“小”如何实现和谐统一——
上海，用实践回答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
的普遍难题：当楼越建越高、路越修越
宽、城市越来越发达时，怎样以至纤至悉
的民生关怀、城市治理的精细功夫，呵护
每个人的“小安逸”“小确幸”？

大上海，从没有忽略点滴民
生小事

乘坐过上海中心大厦电梯的人，都
有一种感觉——快！“嗖”，127 层 632 米 1
分钟就到了顶。

然而，上海还有另一种电梯，它的特
点是——慢！在黄浦区蒙西小区老工房
楼外，电梯从 6层下到 1层，需要十几秒。

回忆起没电梯的日子，小区 6 层住
户朱石贞至今心有余悸：“姆妈 104 岁
了，就想下楼晒晒太阳。以前，只能背着
她一级级楼梯走下去。我也过 70 了，腿
直打哆嗦！能装个电梯该多好呀！”

一打听，心沉了下去——因为门洞
沿街，出门就是人行道和马路，抬头还有
高压线，加装电梯的空间不够。

居委会和她一样急：蒙西小区超过
四成居民是 60岁以上的老人。

急 群 众 之 所 急 。 于 是 ，办 法 出 来
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空间不够，地上
高压线移位，地下管道精准勘探，地下
室避让……电梯井道的空间，终于腾了

出来。
电梯装上了！为了适应老年居民需

求，特意调慢了升降速度。
推着姆妈“一键下楼”，电梯门打开

的 那 一 刻 ，“阳 光 洒 在 脸 上 ，心 里 暖 得
嘞！”朱石贞一脸幸福。

这样的电梯，到 2025 年上海将加装
9000台。

“以前，学校门口盲道弯弯绕绕，还
老被东西挡着，很容易迷路。”上海市盲
童学校学生刘涛皱着眉头。

都是花坛和乱停车“惹的祸”，还有
19座窨井盖形成的 19道弯！

学校向区里一反映，调研人员立即
来了：这段盲道因建设较早，许多地方有
待完善。

当晚，改造就开始了——
换成隐形井盖，扭直花坛附近盲道，

划定自行车停放区域……
“这下好了，路都笔直笔直的。”刘涛

开心地说。
给年轻人配上了就业援助员，为独

居老人家装起了自动报警水表，让宝妈
身边有了更多的母婴室……

“城市的现代化和生活的舒适性，并
不矛盾。大上海，解决民生问题从没忽
略点滴小事！”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
治理创新中心主任彭勃话里透着自豪。

既要秩序，也要活力，城市治
理于细微处见功力

如 何 让 每 个 小 需 求 都“ 被 看 到 ”？
这，考验着城市管理的智慧。

梧桐树下的历史风貌街区，是上海
“夜经济浓度最高”的地方。徐特的“南
梧咖啡社”，就坐落在聚集了大大小小
50多家咖啡店的南昌路上。

人气旺，生意好，烦恼也来了。晚上
常有街坊闯进店里理论：“吵得嘎响！让
人怎么困觉？”

街道主动出面了。新上岗的“业态专

管员”崔巍，召集居民代表、业主坐下来一
起商量：“大家对安静生活的需求要尊重，
这些小店铺的活力也得呵护呀……”

一番协商后，徐特拿出了“时刻表”：
“顶棚上的两只喇叭，下午 6 点就关掉，
改用吧台下的音响。原来经营到凌晨 2
点，现在夜里 12 点就关门……”居民们

“呱唧呱唧”鼓起了掌。
互相理解，互相成就。今年夜消费

旺季，南昌路业主家家挣得盆满钵满，警
情与投诉量却比年初下降了一半多。

这就是上海城市治理的“妙着”——
既要规则秩序，又要蓬勃活力。

前些年，有居民抱怨，市容市貌“高
大上”了，可修个鞋、换条拉链不方便了。

上海马上行动了起来：千方百计呵
护好城市的“微细胞”。

“拷边、补箱包、配钥匙……这些不
起 眼 的 小 需 求 ，哪 一 样 离 得 开 小 摊 小
铺？”镇宁路菜市场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
勇军说。他们征求居民意见，列出需求
清单，邀请“小鞋匠”“小裁缝”们入驻，一
楼还引进了馄饨铺、大饼店……

类似的网点，上海约有 50 万家。划
定公共区域用于小摊经营，并写入《上海
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大城市，五行八作，人口密集，“舌头
碰到牙齿”的“事体”在所难免。家长里
短该怎么管？

一天，金山区紫卫居民区的张阿姨
在河边散步，感觉有东西钩住了裤脚。
扭头一看，一只大狗正冲她龇着牙。

“魂都吓掉了！”张阿姨捂着胸口，有
些后怕。

“ 阿 拉 狗 乖 的 啦 ，你 们 有 什 么 证
据？！”社区干部李曙娟领着张阿姨找狗
主人去交涉，却被对方一句话噎了回来。

李曙娟调查发现：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居
宠矛盾”如何化解？

大家一起商量，制定了“文明养宠公

约”：养狗要办证、遛狗要牵绳、犬吠要控
制、伤人要担责……20 多位养宠物的热
心居民主动来管理。

“光堵不行，还要疏。”李曙娟说，居
委会对小区闲置地进行了改造：一边划
作“萌宠乐园”，装上护栏，供养宠户用；
一边放上健身游戏器材，留给老人孩子。

这一堵一疏，打通了居民的心结。
狗主人给张阿姨鞠了躬、道了歉。

地上有垃圾，街面摄像头自动识别
派单，“接单员”火速清理；老小区缺停车
位，巧妙发掘公共停车资源，实现“潮汐
式停车”；马路反复开挖，修前严格审批，
让“马路拉链”不再随意开关……这，就
是城市管理的精细功夫！

不管哪里人，都是一家人，这
里每个人都能出彩

“刚来时，没少遭白眼。”说起 30 多
年前初来上海的辰光，杨国涛摇了摇头。

当年，还是小伙子的杨国涛跟着安
徽老乡来上海做装修，“年轻人不怕吃
苦，就怕被人看不起。那时，我在外面都
不敢开口。听到外地口音，‘老上海’总
是一副嫌弃的样子”。

这几年，明显不一样。“越来越多上
海人说起了普通话，我说一口皖北话走
到哪里也不心虚。”

几年前，杨国涛在上海买了房。“前阵
子小区业委会换届，没想到我进了业委
会，还当上了楼长！”他呵呵笑着说，“为啥
选我？他们说我干装修的，更懂行。”

“上海越来越包容了！”在上海做了
4 年外卖小哥的王福召讲了发生在自己
身上的事儿——

下午 2点 47分，跑了一中午，王福召
已是饥肠辘辘，他点开手机，搜到最近的

“暖心食堂”，赶了过去。
“饿坏了吧？菜都热乎着呢，敞开

了吃！”师傅扬了扬盛菜的勺子，热情地
招呼。宫保鸡丁、海鲜菇炒肉丝、小青

菜……样样都是王福召喜欢吃的。
“我们最头疼的就是吃饭问题。饭

点最忙，等忙完，要么店铺休息了，要么
冷菜冷饭。”王福召说，“现在有了外卖小
哥‘专属’的暖心食堂，不仅解决了吃饭
问题，还能在这休息‘充电’，大上海对我
们打工人真不赖！”

2400 多万上海常住人口，近一半是
外地人，还有 20 多万外国人。在这里，
不管你是哪里人，都是一家人。

“很难找到一个像上海这样包罗万
象、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塔拉斯孔竖
起大拇指。

塔拉斯孔在拉美和中东生活多年，
11 年前来到上海，3 个孩子和她的儿童
护肤品牌都诞生于此。

“上海的创业环境特别好。”塔拉斯
孔啧啧称赞，人们对新品牌、新事物的接
受度很高，政府部门对初创企业非常支
持。“这里是创业者的天堂。”塔拉斯孔给
出这样的评价。

说起上海的生活，塔拉斯孔更是赞
不绝口：“上海是一座很宜居的城市，很
安全，生活设施齐全，看病方便，孩子能
得到多样化的教育。”

包容、开放，人人都能出彩，这就是
上海！海纳百川的胸怀，让每个人都能
找到自己的归属。

近年来，上海把新市民、青年人、一
线务工人员都纳入政府租赁住房保障。

“十四五”期间，将新增建设保障性租赁
住房 47万套（间）以上。

这不，一大早，王福召匆匆赶往武威
东路和欣公寓 3 号楼。这次，他不是去
送外卖。

“我呀，去——选——房！”
在华阳路街道，记者差点和社工潘

钧撞了个满怀：“路东有栋楼墙面出现剥
落，后街拐弯处消防栓渗水……”潘钧嘴
里咬着笔帽，埋头在本子上不停地记着。

（据《光明日报》）

民生点滴事，件件挂心头！
——在上海，感受人与城的温暖瞬间

■ 周远钢

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广泛开展志
愿服务、助力青年拓宽就业路径……近
年来，贵阳市观山湖区云潭街道宇虹社
区立足实际，聚焦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
点，探索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
有效推动了社区建设，增强了居民权益
意识，提升了社区凝聚力。

培育社区“家”文化

“社区规划户数 2056 户，目前入住
1400 多户 4000 多人，其中青年人占六成
以上，未成年人有 1000多人，老年人只有
300多人。”宇虹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龚玲介绍，宇虹社区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是一个以青年、儿童为主体，外来
人口占多数的新型社区。“很多居民都是
从外地移居到贵阳的，邻里之间相互不
认识，没有把整个小区当成自己的家，归
属感较弱。”

如何增加居民归属感？如何做好
社区服务工作、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如
何解决青年家庭孩子课后及放假期间
的照料难题？这些都是龚玲需要面对
的问题。

“为了让居民都能够把社区当成自
己的家，我们从零开始，首先做了‘银铃
e 家’老年之家，把叔叔阿姨们融入社区
来。”龚玲介绍，宇虹社区经过深入调研，
了解到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和个性化需
求比较突出，“我们就重点建设了‘豌豆
家’儿童之家，以小带大，之后又打造了

‘梧桐树’青年之家”。
“‘豌豆家’谐音豌豆荚。豌豆是绿

色的，绿色代表着希望和未来，还有一层
豆荚保护，寓意社区为孩子们的成长护
航。”龚玲说，“豌豆家”儿童之家成立于
2022 年 4 月，以“公益+普惠”式服务，由
社区提供免费场所，引进并孵化第三方
企业到社区开展服务。目前“豌豆家”儿
童之家占地近 500 平方米，围绕临时照
料、课后托管、心理社会支持等开展服
务，已经成为孩子喜爱、家长放心的“第
二个家”。

“二年级时，同学拉我一起来玩，我
就认识了儿童之家，我最喜欢和小伙伴
到棋牌室去下象棋。”今年 10 岁的陈加
娣说，暑假还可以在儿童之家参加表演、
跳舞、朗诵、唱歌等活动，“每次在这里玩
都收获了很多快乐”。

开展丰富多彩的儿童托育服务，填
补家长看护空白期、寒暑假的真空期，解

决数十个孩子的托幼问题；开展心理辅
导，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各类亲子活
动架起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桥梁……龚玲
介绍，宇虹社区全力建设儿童友好型社
区，“今年暑假期间，就有 700 个孩子参
与了‘豌豆家’儿童之家的社区活动”。

凝聚共治合力

宇虹社区建设了总面积约 300 平方
米的社会工作服务站，选派专业团队入驻
运营，提供专业化社会服务。同时，引进
社会组织成为共建单位，汇聚人大、政协、
妇联、共青团、高校、企业等力量，按照“季
季有主题、月月有特色、周周有服务”开
展活动，共同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难题。

“我对学习葫芦丝很感兴趣，但没有
一点音乐基础，社区请了声乐老师给大
家上课，现在吹得越来越好了。”宇虹社
区居民安琴说，社区的活动丰富多彩，自
己退休后正式加入了社团，“一起跳舞、
打太极、吹葫芦丝，大家就像亲人一样，
互相关心，非常好”。

目前，宇虹社区组织兴趣爱好相同
的老年人成立了合唱团、声乐队、舞蹈
队、太极队等各类社团 10个。

以“豌豆家”儿童之家为依托建设的
“梧桐树”青年之家，助力青年拓宽了就

业路径。
“在这里主要参加社区 0至 3岁儿童

的早教课、入户家访、儿童公益讲座等项
目。”今年 24 岁的郎子蘅 2022 年大学毕
业后，进入宇虹社区“梧桐树”青年之家
工作。“工资由公司负责，在这里工作很
愉快，学到了许多关于儿童的知识和技
能，自己也得到了成长。”

“我们以社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为
主导，为‘豌豆家’儿童之家的项目做志
愿服务。”龚玲介绍，社区还通过与高校
合作，定期为家长举办讲座，为大学生提
供卫生保健宣传、法律知识宣传、“智慧
助老”等志愿服务实践机会，助力儿童友
好型社区建设。“豌豆家”儿童之家目前
已在贵阳市开拓 26个点位，为 60余名青
年提供了就业岗位。

激活治理动能

宇虹社区现有党员 180 多人，通过
党建引领，不断培育多元化志愿队伍，引
导志愿者深入参与社区管理，激活了社
区自治动能，促进了融合发展。

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等载体，组建包括律师、医师、教
师、离退休干部等230多人在内的“同心联
盟”志愿服务队；组建由辖区 50多位居民

组成的“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组建由
260名少先队员组成的“豌豆宝贝”志愿服
务队；组建由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共青团
志愿者、家委会爱心人士组成的 150人的
志愿服务队。据了解，宇虹社区成立以
来，已开展助老为老、关爱儿童、社会实
践、职业化体验等志愿服务500多场。

父亲们担任检票员、安全保障员、剧
务员，母亲们担任化妆师、造型师，社区
居民提议并成功举办三届“萤火虫”文艺
晚会；居民们在网格群内相互帮助，共同
解决医保办理、燃气开通、身份证补办等
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引导居民以志愿服
务的形式融入社区治理，不断提升居民
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宇虹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共治的积极性日益
提高。

“我们尊重居民的首创精神，精准问
需，让他们都愿意参与到社区服务里面
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力量就会更强大。”
龚玲说。

宇虹社区推进社区建设的举措是观
山湖区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观山湖区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排队
抓尾、双整双创”“抓两头带中间”，基层
党组织得到全面进步，不断夯实了全区
高质量发展基层基础。 （据新华网）

精准问需强服务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来自观山湖宇虹社区的实践探索

■ 郑少忠

“快来，有棵树砸电线上了。”一场
大风过后，一棵 3 米多高的大树倒伏在
电线上，几名正在巡逻的江西省上饶市
信州区朝阳镇溪边村物业管理理事会
成员，赶忙联系了村干部及志愿者。只
用半小时，大家一起行动，消除了安全
隐患。

什么是物业管理理事会？2023 年
以 来 ，信 州 在 全 区 38 个 建 制 村 285 个
自然村探索施行以“事情自商自定、人
员自选自聘、资金自筹自用、效果自评
自议”为主要内容的和美乡村物业化
管理，选出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的本村
村民组建物业管理理事会，助力乡村
治理。

从 普 及 民 法 典 知 识 、宣 讲 村 规 民
约、预防电信诈骗、调解矛盾纠纷，到协
助村民清运垃圾、解决生活难题，物业
管理理事会成员样样都得上心。

卫生保洁、设施维护，这些在城市
小区的服务，在乡村有着不一样的情

况。“例如，在卫生保洁上，哪些是公共
区域，哪些是私人区域，清扫范围一直
有争议。”信州区秦峰镇人大副主席周
婉颖说，“为此，我们为每家每户划分了
门前‘三包’范围，这样村民们心里就有
了数，权责也更清晰了。”

今年 7月初，村民郑德松家中装修，
由于子女外出务工，夫妻俩日常事务繁
忙，疏于卫生打扫，连着两次上了村里
的“黑榜”。见状，物业管理理事会成员
主动上门为他清扫了屋前堆放物。郑
德松很不好意思，衷心道谢的同时，也
下定决心做好自家门前“三包”范围内
的卫生清洁工作。

一年来，信州区各村积极探索物业
化管理，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创新经
验，也为村民带来便利。做一次志愿服
务加一次分，物业管理积分制激发了溪
边村村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
节能路灯安装好了，沙溪镇向阳村村民
夜晚出行更方便了……

“要把村民的主人翁意识真正树立
起来。”信州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和美
乡村物业化管理是积极探索创新乡村
治理的有效实践，有助于村里主动深入
了解群众的诉求和建议，切实有效解决
群众关心的问题。

（据《人民日报》）

江西上饶市信州区探索和美乡村物业化管理

激活内生动力 提升治理效能

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丁字沽街道下辖 14 个社区，老年人口数量占比超四成，且空巢或独居老人多，日常对就餐、配送等
老年助餐服务需求较大。今年以来，为解决高龄、空巢、独居等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丁字沽街道整合辖区资源，打造惠
民社区大食堂，让社区居民就近在价格低、菜品全、服务好的家门口食堂用餐。

图为 11月 1日，居民在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胜灾社区大食堂用餐。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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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消息 近日，为加快推进民政
精神卫生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民
政精神卫生福利服务体系，云南省民政
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联合体建设现场会在
大理召开。

会议强调，各地各级民政部门要坚
持问题导向，锚定既定目标，提升精神卫
生福利机构服务能力。一要围绕机构建
设，以目标为指引、以需求为导向、以安
全为底线补空白。没有规划建设民政精
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州市，要探索将现有
闲置农村敬老院、残疾人托养机构等设
施改造成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尽力保障
民政服务对象就近就便接受精神康复服
务。二要围绕社区康复，根据需求科学
规划服务点的布点建设，推动服务点辐
射覆盖 80%以上的村（社区），确实难以
辐射覆盖的地广人稀地区，要探索通过
上门服务、远程服务等方式，保证社区精
康服务的可及性。充分发挥当地社会
组织、基层民政服务站的作用，指导精
神卫生福利机构协助组建专业的精康
服务团队，积极承接社区精康服务。三
要围绕人才建设，从提升人员待遇、建
立培养机制、积极引进人才等方面弥补
人才不足的差距，推动建立精神卫生福
利机构和社区精康服务机构专业人才双
向交流机制。

会议要求，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联合
体各成员单位要坚持系统观念，形成工
作机制，健全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联合体
建设工作机制，聚焦协同性、专业性、系
统性和规范性，加快健全服务机制，持续
强化服务能力，不断完善服务体系，着力
提升服务质量。

云南

推进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联合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