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3 日，在泰国佛统府举办的 U18 女
排亚锦赛决赛中，中国队 3 比 0 战胜日本队，
夺得冠军。

图一 ：6 月 23 日 ， 中国队球员杨舒茗
（左）在比赛中扣球。

图二 ：6 月 23 日 ， 中国队球员沈佳一
（右）、杨舒茗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图三：6 月 23 日， 中国队球员庆祝比赛
胜利。

图四 ：6 月 23 日 ， 中国队球员孙虹云
（右）在比赛中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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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子里的“幸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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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排污管道换新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闻到
臭味了，社区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近日，白河县桥
儿沟社区小路巷群众李锐看着刚修好的排污管道 ,笑
容满面地说。

此前该社区内两条污水管道因年久失修，破损严
重，一到夏天就“臭气熏天”，影响居民日常生活。 入户
收集“微心愿”的社区党总支部书记罗浩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立即联系白河县住建局、桥儿沟建设管理办
公室重新设计、更换排污管道。 不到一周，小路巷居民
的这件“烦心事”就得到了解决。

小路巷的“新变化”，只是白河县深入推进党建引
领社区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白河县聚焦
易地搬迁安置区、城乡接合部、老旧小区等社区治理
薄弱区域，深入推进党建引领社区网格化、精细化治
理，不断在凝聚多元力量、提升服务质量、优化人居环
境上下功夫，用心、用情、用劲奏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的“幸福曲”。

“呼声”变“掌声”

6 月 19 日，在白河县康银社区广场上，群众刘祖
海身穿印有“义警”字样的红马甲，正在向社区居民们
宣传防火防溺水、用电用燃气等安全知识。

刘祖海是康银社区义警服务队的志愿者， 前不
久，他在和其他志愿者进行片区巡逻时，发现家住安
置小区的孤寡老人沈永德家中水管破裂、漏水，热心
的刘祖海立即找来工具将破损的水管进行了修复，帮
助老人解决了难题。

康银社区位于陕鄂边界地区，是汉江白河（夹河）
水电站移民搬迁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的所在
地，区域内商住混合、外来人口较多。 随着商业的快速
发展，辖区社会管理压力陡增，社区在管理服务等方
面面临“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白河县充分发挥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着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负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 在康银社区成立首支社区义警服务队，由乡
镇党委、辖区派出所、社区党组织牵头，一批来自社区
居民、企业工人、商铺老板等各行各业的热心人士加
入，成为康银社区的义警志愿者。 社区义警服务队队
长陈敬进表示，首批义警志愿者已招募 40 余人，他们
在协助公安民警防范电信诈骗、调解矛盾纠纷、开展
巡逻防控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除了开展义警服务， 他们还积极参与孤寡老人
慰问、环境卫生整治、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社区举办
的各类活动中总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康银社区党支
部书记宋敬文说。

“陌邻”变“睦邻”

“现在明显感觉邻里关系和睦了， 居民参与社区
治理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白河县城关镇向荣社区干
部黄书群说。

向荣社区属城乡接合部新型社区，辖区内原住居
民和搬迁村民混合居住，聚集了大量流动人口和特殊
人群。 以前辖区噪音扰民、楼道脏乱差等问题突出，居
民的生活幸福感较低。

为破解城乡接合部新型社区普遍存在的人员杂、
矛盾多、管理难等问题，白河县持续建强“镇党委—社
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 的组织链条，
推动组织、资源、服务下沉，让群众平时看得见党员、
有事能找到组织。

“别担心， 我这会就给物业联系把这个问题处理
好，尽快跟你反馈。 ”5 月 30 日，党员文明会正在上门
收集居民诉求，帮助锦江公寓小区群众万女士协调物
业解决房屋漏水问题。 不一会儿，物业水电维修师傅
就上门处理了房屋漏水问题。

“社区党支部介入后， 指导锦江公寓小区成立了
业主委员会，督促物业优化服务，组建志愿服务小分
队，发动党员、网格员、居民、外卖骑手等参与社区治
理。 ”向荣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汉高说。

社区的服务提升了，各方面保障跟上了，人情味儿
更浓了 ,群众心中勾勒的邻里携手、守望相助的“幸福
家园”也日益清晰。

“旧貌”焕“新颜”

每天傍晚过后， 位于城关镇清风社区南岭子小区
里的人民广场便十分热闹，饭后遛弯的居民边走边聊、
成群的孩童追逐笑闹，老人们三五成群，闲坐在树下沐
清风、话家常，十分惬意。

“以前一到下雨，路上都是积水，行人都躲着走，经
过旧改后，小区排水通畅了，巷道变宽了。 ”在南岭子
小区住了近二十年的居民梁文革说。

南岭子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 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基础设施老化，墙皮脱落、水管爆管、污
水堵塞、道路破损等问题时有发生。

“空中飞线交错，既不美观也有安全隐患。 ”
“我们这片小区活动场所太少了，停车也困难。 ”
在老旧小区改造民意恳谈会上， 小区居民你一言

我一语地提着意见，社区工作者、网格员一边听一边
记。摸清群众需求后，城关镇、住建局、社区党组织联合
电力、供水、城管等行业部门集体会商研判，统筹推进
地下排水改造、强弱电整治、道路铺装、绿化美化、小微
广场等基础工程有效实施，南岭子小区“颜值”持续提
档升级。

据了解，自 2022 年以来，白河县陆续改造老旧小
区 7 个，受益居民达到 3428 户。 2023 年，白河县荣获
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示范县”称号。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 下一步，我们将持
续深化‘组织同建、阵地同管、要事同办、环境同治、效
果同评’的‘五同’工作机制，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精细化基层社
会治理，让基层战斗堡垒更加稳固、社区服务更加精
细、群众幸福感更加充实。”白河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周满仓说。

“村改社区后，对你生活有什么影响？ ”
6 月 22 日， 记者来到汉滨区江北街道寇家沟社

区，采访寇家沟村改社区后的变化。社区党总支书记寇
玉路说， 居民家庭变化最大的是村上唯一一户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寇萌，我们便找到寇萌。

“变化可多了！ ”寇萌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看，
我有肾病，每周要透析两次，不能上班，儿子在上初中，
我和他的生活来源全靠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救济。 以前
是村民，只能享受农村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救济，我们一
个月 1260 元补贴， 经常需要向村上申请临时救助，每
次最多也就 1000 元。 村改社区后，我们的最低生活保
障也提到城市标准，每月 1807 元，一年多七八千元，解
决了我们生活的大问题。 ”

村民们纷纷打开话匣，讲述 6 月 13 日村改居挂牌
后的变化， 也谈了可以继续享受的政策：“我们原扶持

政策、土地（林地）承包关系等，都保持不变！ ”
“村改社区后，在管理上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接着

问。
“寇家沟村辖区有 8 个居民小区， 村民散居在周

围。原来，村民由寇家沟村管辖，居民由临江社区管辖，
交叉管理，非常不方便。 改成社区后，寇家沟村 212 户
769 人转为居民， 就可以与 8 个小区 1.5 万人一起，享
受城市公共服务了。”寇玉路打比如说：“原来村上的雨
污水管网、道路维修、保洁等靠村上向上争取项目，申
报上了就维修，没有申报上只能再等。现在纳入城市管
理，市政部门定期巡查维修，你看，是不是方便？ ”

我们连连点头， 问：“中心城区就你们一个村改社
区的吗？ ”

“不是，这次有好几个村改社区呢，由区民政局在
具体实施。 ”

看着居民们对村改居的高度肯定， 引起了我们极
大的兴趣，便想探探还有哪些村改社区？

汉滨区民政局党委委员刘荣丽介绍道， 这次主
城区一共有 7 个村改社区， 涉及新城街道 、 江北街
道、建民街道、关庙镇。推动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是，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 失地群众享受不到城市服
务，原来村上只有四五名民选干部，远远不能满足群
众的需求。汉滨区从去年便开始推进此项工作，村改
居后，仅干部配备每个社区就达 12 人左右。目前，正
在逐步挂牌中。

“欢迎你过一段时间再到我们村改居的社区去，看
一看勤劳智慧的新居民， 看看一个活力四射的新社区
如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

收到邀请，我们朗声答道：“一定会去的！ ”

本报讯 （记者 周健 通讯员 肖占田）“已经进入
主汛期， 花 4.8 元购买政策性农房保险， 如果被强降
雨、泥石流等天灾损毁，能够获赔 6 万元，可以减轻修
缮或重建的资金压力。 ”6 月 18 日，汉滨区住建局组织
技术人员、包镇干部、保险公司工作人联合镇村干部，
在对农村自建房安全排查同时， 宣传动员居住在临
河、临崖、自然灾害易发区域群众积极投保政策性农
房保险。

汉滨区南北多山，河道纵横，汛期持续性强降雨
多，极易因为天灾对农户房屋产生损毁。 政策性农房
保险是为保障广大农户住房安全，减轻农户房屋因灾
受损修缮和重建资金压力的惠农性政策。 农房保险保
额为 6 万元，保费为 30 元。 通过政策减免和省、市财
政补贴，现在农户只需承担保费 4.8 元，对保障山区群
众住房安全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2022 年实施农房保险以来，该区农村非经营性自
建房 14.4 万户中，已累计投保 10.4 万户，已兑付理赔
资金 101.9 万元， 为 184 户受灾农户修缮或重建住房
提供了资金保障，有效缓解了受灾农户灾后重建资金
压力。

据悉，汉滨区政策性农房保险紧扣农房保险的政
策保障性、灾害补偿性特点，科学合理确定投保政策
体系，通过两年来的实践探索，总结出了“四高”举措
抓实农房保险工作经验，即“高精度锁定对象，确保政
策匹配准；高覆盖宣传引导，激发投保主动性；高效率
定损理赔，推动灾后快修复；高协同强化保障，力促工
作落得实。 ”并积极推广应用，通过宣传引导和实际工
作取得“口碑”，投保农户大幅提升。 2024 年，投保总户
数较去年又提高了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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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乔 通讯员 张琪） 6 月 19 日，市救助管理站举行“携手
相助，让救助更有温度”为主题的全国第十二个“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

活动当天，市救助管理站邀请了公安、城管、新闻媒体机构、社会组织、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和大学生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共计 40
余人参加活动，向受邀者展示服务流程、工作举措和工作成效，听取相关意见
建议。并在火车站、金州广场、公园等流浪乞讨人员易出没地，设立宣传点开展
救助宣传，通过向往来人员和附近居民发放救助引导卡、寻亲服务宣传单等相
关宣传资料，向公众详细介绍救助管理工作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点展示了
街面巡查、救助寻亲、接送返回、照料服务、落户安置、源头治理、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等方面的成果，引导群众关心关注流浪乞讨人员这一弱势群体。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救助管理工作的透明度、满意度，提升社会
公众对救助管理工作的关注度、参与度，加强社会各界对救助管理工作的认识
和理解，全面提升和改进救助服务质量，凝聚了社会共识，扩大社会参与，在全
社会形成了关心、关爱流浪乞讨人员的良好氛围。

市救助管理站举行开放日活动

向向参参观观人人员员介介绍绍救救助助服服务务流流程程

寇家沟村改社区 769 名村民变居民
记者 孙妙鸿 杨迁伟 通讯员 冯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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