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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祁国忠
“院子有人清扫了，垃圾也能及时

清运，变化真的特别大！”近日，说起居
住环境的变化，家住海东市乐都区绿草
山家属院的居民连连称赞。住了20多
年，居民一直盼着家园环境能好起来，
如今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由文化街社区主管的海东市政府
周围的绿草山家属院、矿山楼家属院、
氮肥厂家属院及邮政局家属院 4 个居
民家属院均为老旧小区，房龄都超过了
20 年。多年来，由于没有专业的管理
人员，院内清扫、垃圾清运一直处于缺
失状态，导致院内垃圾满天飞、楼道内
臭气熏天。

为改善这一状况，文化街社区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广泛征求意见、
开展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顺利引进物业
企业，让 4个老旧小区彻底改变了“脏
乱差”的卫生状况。

“因为是老旧小区，居民没有缴纳

物业费的概念，多年来，这种思想根深
蒂固，想改变并不容易。”社区党支部书
记王永德说，除了责任，更多的是压力。

社区前期入户走访调研发现，绿草
山家属院、矿山楼家属院、氮肥厂家属
院 3 个小院大多数居民反对引入市场
化的物业服务公司，有人根本不愿意掏
钱，觉得维持现状挺好；有人认为物业
进驻后环境品质不会有太大提升。

如何让居民接受物业进驻？想要
“破冰”，就要直面居民不同的声音。于
是，该社区成立工作小组，一方面组织
开展不同形式的“拉家常”式的协商会，
听取居民意见；另一方面，与辖区物业
企业协商，争取以最低的费用实现“改
善院内环境”的目标。

面对居民最关心、最敏感的收费问
题，物业公司也给出了“每户每月缴纳
10 元的卫生清运费，由物业企业负责
院内卫生打扫和每天一次垃圾清运工
作”的方案。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协

商，绿草山家属院、矿山楼家属院、氮肥
厂家属院三个家属院的居民接受了物
业公司给出的方案。2021年 4月 1日，
物业公司正式对这 3 个无人管理楼院
进行服务。

“这3个家属院楼道臭气熏天的原
因是老式楼道垃圾道没有及时清理，而
这种垃圾道不仅难以清理，还容易造成
堵塞。”物业负责人张国炳介绍说：“我
们进驻后，首先对楼道内的垃圾道做了
全面清理，焊死了楼道内的垃圾倾倒
口，封闭了单元门口的垃圾道清运口，
再在每个单元门前摆放了新式垃圾
桶。”

老式垃圾道“下岗”，居民们自觉地
将垃圾投入垃圾桶内。再加上每天一
次的垃圾清运和院内卫生的不定期清
扫，家属院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
今，家属院里干干净净，楼道内再也闻
不到难闻的气味。

张国炳告诉记者，每天一次的垃圾

清运和指派的 4 名负责环境卫生的保
洁员都会产生一定的成本，4个家属院
内共有202户居民，每户每月收取的10
元卫生费只是垃圾清运费，剩下的成本
由公司垫付。

“看到绿草山家属院、矿山楼家属
院、氮肥厂家属院三个家属院内环境有
了明显的改变，邮政局家属院也派来代
表向我们申请物业企业的进驻。”王永
德说，物业企业的服务让居民看到了卫
生环境实实在在的变化。不过，引进物
业企业还只是探索老旧小区管理的第
一步，未来，社区还将进一步发挥引领
作用，监督物业企业，共同把老旧小区
环境卫生这件关乎居民生活品质的“关
键小事”办实。

党建引领促和谐 老旧小区变了样 □本报记者 学玲
“感谢祁书记和各位同志来看我，

你们每次来都带这么多东西，我都不知
道如何感谢你们！”春节前，平安区湟中
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祁生萍带领社区
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居民王有兰家看望
她。王有兰望着自家地上的面粉、食用
油、鸡蛋和红红的对联，激动地握着祁
生萍的手连声道谢。

王有兰早年离异后独自带着两个
孩子四处打工维持生计，不幸的是
2017年3月份她被检查出患有尿毒症，
这让原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王
有兰的病情导致她腿脚不利，视力模
糊，别说工作，连做饭、做家务都困难，
一家子的生活只能由年迈的母亲操
持。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马上为
王有兰和两个孩子申请了低保，王有兰
每个月能领到 612 元民政救助金。王
有兰说，每年她需要住院治疗5至6次，
一次需要花费 8000 多元，好在有国家
大病医保政策兜底，再加上低保户民政
救助报销后，每次只需自费 1000 元左
右。另外社区又为她争取到每年两次
的民政临时救助，极大地缓解了她的生
活和就医困难。2021 年下半年，社区
再次为王有兰申请申报后，使其每月低
保金提升至 1600 元，这下让王有兰更
有信心配合治疗，也让孩子能安心上大
学。

王有兰告诉记者，每次有这种补助

政策，祁书记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她，帮
她申请。每次去社区盖章签字，大家对
她嘘寒问暖，给她倒水、帮她搬椅子，这
些温暖的举动给了她很大的信心。

群众无小事，心系千万家。自1月
份以来，祁生萍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深入
辖区，开展 2022 年社区帮扶送温暖走
访慰问活动，陆续为多名低保户、困难
党员、独居老人等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及节日的祝福，同时送去面粉、粮油、鸡
蛋、对联等生活物品，并询问他们的生
活、工作近况和身体状况，倾听他们的
困难及诉求，为他们出谋划策，疏解心
结，鼓励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要积极向
上、自立自强，遇到任何事都要用乐观
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叮嘱他们要保重身
体，有任何困难或诉求都要及时向社区
反映。

帮扶慰问是社区工作的重点之一，
为使社区困难群众真正体会到党和政
府的温暖，加深对社区党组织的认同和
信任，在过去的一年中，湟中路社区党
总支部积极组织辖区共驻共建单位及
报到在职党员开展帮扶慰问活动17场
次，认领并完成困难群众的微心愿 140
条，慰问金达 2万元，此外还结对帮扶
两名贫困大学生5600元。

祁生萍表示，新的一年，社区将进
一步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为社区党
员群众排忧解难，让困难群众感受到社
区这个大家庭的关心和温暖。

本报讯（记者 马正艳）“我们年纪
大了出行不方便，现在好了，自从有了
这个‘惠农服务站’，我们想要存取款、
缴纳电费，查询存折上的养老金是否及
时到账，可以不出社区就能办理了。”海
东市乐都区七里店小区居民张大妈乐
呵呵地说。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
海东农商银行在七里店小区设置了一
个标准型“惠农服务站”，可为小区居民
提供取款、查询、转账、缴费等各类优质
高效的金融服务，让广大居民在自己家
门口即可办理银行业务。

此举得到了社区群众，特别是老年
人的认可。“在家门口随手就可以取到
现金，免去了到银行排队之苦，还有人
手把手指导操作，既方便又贴心。”七里
店小区居民李三业在小区经营着一家
综合超市，他说，超市每日都有小额的
现金流水，自从有了这个“惠农服务
站”，他不出小区就能存钱了，既能缴纳

电费，又不耽误生意，节省了不少时间。
据海东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介绍，针

对七里店易地扶贫安置小区特点，海东
农商银行于 2019 年在该小区设置了

“惠农服务站”，并指定专人进行了培
训，旨在为小区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金
融服务。截至 2021年 12月末，已累计
办理各类业务168笔58万元。

七里店社区党总支部书记李艳告
诉记者，为在社区营造一个人人学金
融、懂金融、用金融的良好环境，2021年
以来，七里店社区联合海东农商银行，
在小区开展金融知识宣传，进一步提高
居民群众防范金融诈骗的能力。

“通过设置‘惠农服务站’，开展一
系列宣讲，广大群众不出小区就能办理
业务，还提高了大家辨别假币、防范金
融诈骗的能力，帮助社区居民降低了消
费风险，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干部与广大
居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让居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李艳说。

便民！群众家门口就能办业务

本报讯（记者 贾丽娜）近日，青海
省福利院开展了“庆团圆 迎新春 送温
暖”新春联欢会活动。邀请海东市平安
区棉纺厂社区的独居、孤寡老人，与福
利院的职工和养员们欢聚一堂共度新
春佳节。

活动中，歌曲《过年了》《万疆》，舞
蹈《假面舞会》《爱在天地间》《石头剪刀
布操》，诗歌朗诵《新年好》《年味来了》
等多个节目，让活动大厅里热闹非凡。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福利院的养员们
表演的《快乐手势舞》，养员们用一个个
手势向大家展示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活动后，食堂的大厨们也通过自己
精湛的手艺，将一道道美味可口的饭
菜，端给在场的孤寡老人及养员，让他
们感受到温暖。

据青海省福利院副院长张晓燕介
绍，为充分发挥福利院党支部自身优
势，福利院邀请联点党支部棉纺厂社区

的老人一起过年，让社区独居、孤寡老
人走进福利院，感受党和国家对弱势群
体的温暖和关怀，为院内养护群体提供
与周边社区居民之间交流的平台，同时
也让社区居民了解福利院的变化和发
展，丰富社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越是临近传统节日，我们福利院
越重视对这些‘特殊人员’的照顾。相
比我们，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关爱，我们
也希望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福

利院社工督导陈媛说。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我

们要感谢国家，感谢党让我们的生活变
得越来越好。以前对福利院的印象比
较刻板，概念比较模糊，参加完这次活
动后，对福利院的印象大为改观。”棉纺
厂社区的独居老人李奶奶参加完福利
院活动后感慨地说，福利院的设施好，
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强，对老人及残障人
士的照顾非常贴心。

帮扶慰问暖了困难群众的心

福利院里暖心过年“家”味浓

□本报记者 吴雨
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和人才都是

被尊重的，知识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对于 75 岁高龄的范丽香老人亦是如
此。范丽香说：“知识改变了我的人生，
也带给我生生不息奋斗的力量。”

1947 年出生在乐都区的范丽香，
父亲是海东市乐都区人，在四川读的
书，文化程度很高，母亲是西宁人，在西
宁某学校任教。从小范丽香受教育文
化熏陶，耳濡目染，学习成绩非常优
异。“在我们那个年代，女子能去学堂读
书的特别少，我很幸运父母是文化人，
可以让我一直读书到初中毕业。”范丽
香感慨道，“知识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
力量，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力量，也是社
会变革的力量，尤其对于女性而言，知
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更
好地改造这个世界，更好地去创造一个
新的世界，这是几千年文明证明的事
实。”

16 岁时，范丽香便开始在乐都区
当地一所城镇小学当代课老师，因为年
龄小，经验少，所以每天她只能在学校
做候补，而夜间才是属于她的上课时
间。每天晚上，她给白天做家务晚上才
有时间上课的孩子们上课，虽然很辛
苦，但却充满了成就感。当时的范丽香
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教师。4 年后，
范丽香被邀请到乐都区较偏远的刘家
村小学当老师。20岁的范丽香打扮得
体，满身书香气，村里男女老幼都非常
尊重她。她除了在学校代课，还无偿给
村里想读书的女子教知识。村里的女
孩们追随效仿、努力学习知识，村子里
重教育的家庭越来越多，也让很多成年
女性重新燃起了学知识的强烈欲望。
可以说，范丽香的出现，让村里的文化
氛围变得浓郁起来。

从事教育工作的第 9 年，范丽香
遇到了自己的爱人。1972年，她调离
学校到刘家村大队当了妇联主任，

1984年入了党。在村里，她因为有文
化，懂道理，办法多，所以能够独当
一面，妇联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年年
被评为“优秀妇女工作者”。 1987
年，借着“农转非”政策，范丽香携
着三个孩子从乐都区来到平安区，从
此开启了在化隆路居委会的工作。在
她眼里“群众工作无小事”，她上街铲
过“牛皮癣”、发过老鼠药、做过卫生
宣传员……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和居
民打交道、为居民解决难题就成了她
的工作日常，她兢兢业业为群众服
务，在同龄人中，她的文化水平、表
达沟通能力、眼界、解决群众难题的
能力都十分突出，仅三年时间，便从
居委会委员升为居委会主任。2003
年，她任职化隆路社区党总支部书
记，直到2007年离职。化隆路社区党
总支部书记康青山说：“范丽香在社区
工作 20 年，带了一大批大学生入党，
思想先进，口碑特别好，一直是大家

称颂和学习的榜样。”
不管岗位如何变迁，不管身份如

何转变，范丽香都一直告诫自己要做
一名有情怀、有担当的社区工作者和
基层党务工作者。在社区工作的20年
里，她曾荣获“平安区优秀共产党
员”“先进个人”“优秀居委会主任”
等诸多荣誉称号。

回眸自己的这些闪光历史，范丽
香动容地说：“每每在遴选人才的过程
中，在确定一个人才价值的时候，组
织上考虑最多的就是人才的水平，比
如创造力、经验、文化积淀……”知
识，在任何年代都会被尊重，也正是
因为知识赋予了范丽香力量，才成就
了她平凡却辉煌的一生。

□本报记者 雪归 摄影报道
最近，海东市乐都区怡春社区的张

东煊把《2022年元旦、春节森林草原防
火倡议书》和《五个典型案例，敲响林草
防火警钟》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张东煊在乐都区墩顶山林场工作，
从事南北山绿化养护以及冬季森林防
火工作。眼下，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
期，为让全区各族群众过上安定、欢乐、
祥和的佳节，这个春节，张东煊依旧不
能正常休息。参加工作已有 36 年的
他，早已习惯了春节不休息。自从去年
10 月份防火警戒工作开展以来，根据
森林防火工作的要求，他不定期在本单
位各个片区、各个角落开展森林火灾排
查，同时忙于防火知识宣传等工作。墩
顶山林场所处地段沟壑纵横、坟茔较
多，春节期间上坟是当地习俗之一，由
于群众上坟祭祖时防火意识较为薄弱，
多年来，张东煊和他的同事在春节前后
更为忙碌。

张东煊的兢兢业业获得了大家的
认可，他在乐都区林业和草原局连续
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在本单位连续
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说起最难忘的
一件事，张东煊说他一直忘不掉 2019
年 7 月的那一场火情。那天下午在下

班回家的途中，他接到了一个火情电
话，某驾校附近山上着火了。当时他
车上载着他的一个同事，他马上让同
事打电话通知护林人员和场领导，自
己第一时间开车赶赴现场。张东煊下
车后，只见现场火焰冲天，火势已经蔓
延，来不及多想，他第一时间展开扑
救。过了一会儿，护林员和驾校的工
作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加入灭火队伍，
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把火扑灭了。张东
煊告诉记者，在青海东部地区，火情高
发期通常在冬春季，这时天干物燥，森
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防灭火工作形
势异常严峻。而 6 月并不是火情高发
期，这一次火情也让他意识到防火工
作一刻都不能松懈。

“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我会
一直干下去。”张东煊说，他最大的新
春愿望，就是希望每个人把祭拜先祖的
传统习俗用更加环保、自然的方式进行
表达，比如以献一束花、敬一杯酒、植一
棵树、清扫墓碑等符合时代特征的方式
寄托哀思，弘扬社会主义新风正气。

三十余载只为满目青山

凡人凡人小事小事

知识赋予女性力量

卫生卫生创建创建

社区社区人物人物

连日降雪后，海东市平安区棉纺厂社区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余堆起了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人，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助力冬奥会。
本报记者 贾丽娜 通讯员 陈兴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