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窗口服务的贴心人窗口服务的贴心人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 邮编：330038 电话总机：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7458 广告部：86849125 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176 总编办：86849545 出版部：86849226 九龙湖时政新闻中心：86849506 经济部：86849086 零售：每对开张0.70元
政教部：86849270 理论评论部：86847291 民生部：86849541 副刊部：86849116 文体部：86849195 记者通联部：86849289 86849045 86849395（传真） 视觉中心：86849056 夜班编辑室：86849790 声明:本报记者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投稿 文字 jxribao@vip.sina.com
邮箱 图片 jxrbsyb@vip.sina.com

做行家里手 解百姓烦忧
侯艺松 实习生 林鑫鑫

“我马上要退休了，单位相关人员说之前在

外地缴纳的社保还没转过来，我该怎么办？”“听

说 国 家 出 台 了 社 保 缓 缴 政 策 ，企 业 该 怎 么 申

请？”……6 月 30 日，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社保中

心内一片忙碌景象，前来咨询、办理社保业务的

群众络绎不绝，公共业务股股长李凯峥像往常

一样，时而为办事群众答疑解惑，时而指导协助

其他工作人员处理复杂、棘手业务。

李凯峥坚持每天工作在一线，不但耐心接

待每一名找他咨询、办理业务的群众，更常常在

窗口帮忙，碰到有疑难问题、情绪激动的来访群

众，便主动沟通、及时补位。

李凯峥告诉记者，他之前从事银行网络系

统维护工作，对社保政策、业务知识等一窍不

通。2013 年来到湾里管理局社保中心后，第一

件事就是学业务、了解政策。“白天用笔记本记

下同事的每一项操作流程、用心观察同事与群

众的交流，晚上经常挑灯到深夜，沉下心来学习

相关业务知识。”李凯峥笑着说，“作为一名窗口

工作人员，就应做到对工作流程了如指掌、相关

文件了然于胸、与参保群众交流应对自如。”

经过努力，李凯峥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经办

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2016 年，他担任公共业务

股股长，有关社保的“疑难杂症”在他手中都能

迎刃而解。

去年 8月，61岁的湾里居民许大爷在窗口查

询社保信息时发现，2005 年 11 月至 2007 年 7 月

间无社保缴费记录，“这期间我都在上班，单位

也 给 我 正 常 缴 纳 社 保 ，怎 么 会 没 有 缴 费 记 录

呢？”由于担心自己的社保待遇受到影响，许大

爷情绪激动地和李凯峥“理论”。“我们初步怀

疑是本人身份证信息错误导致查询不到，但按

照身份证或姓名模糊查询依旧无果。”李凯峥

回忆道，“经过多次排查才发现原来是新老系

统切换导致数据丢失，这就需要比对原始业务

材料。”虽距今已有 10 余年时间，查找起来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但李凯峥带领团队不懈

努力，终于查找到了原始业务材料，经过和老

系统数据库的信息比对，最终顺利在社保系统

里完善了许大爷缺失的缴费记录，维护了他的

合法权益。

“我的工龄是不是算少了？”“为什么我的退

休岗位和同事的一样，但养老金比他少？”……

诸如此类的疑问，李凯峥几乎每天都会遇到。

在他眼里，社保业务千差万别，每项业务办理流

程都不尽相同，要做好这些琐碎的工作，不仅需

要过硬的专业知识，还需要站在百姓的角度上

思考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为他们解决好问

题，尽量不让他们白跑一趟。”李凯峥说。

多年来，李凯峥一直坚守在社保经办一线，

争当行家里手，用心用情服务老百姓。同时，在

他的带领下，湾里管理局社保中心公共业务窗

口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三年获评“全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系统优质服务窗口”。

上门解难事 件件暖人心
本报记者 付 强

进 入 7 月 份 ，省 内 各 大 高 校 陆 续 放 暑 假 。

得知大学生小婷回家了，丰城市梅林镇窗口服

务干事聂婷利用休息时间，拎着水果、食用油等

物品走进小婷家中，询问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小婷今年 20 岁，是梅林镇岗上村人。2003
年，小婷的父母突发意外双双离世，留下 1 岁的

小婷和 6 岁的哥哥小阳。自此，爷爷和奶奶肩

负起了抚养孙子和孙女的重担。然而，两位老

人身患残疾，收入微薄，难以支撑家庭日常开

支。了解情况后，聂婷为小婷的爷爷罗水香办

理了（视力）残疾证，奶奶周秀英申领到（肢体）

残疾证。每年，两位老人可以领取 1440 元残疾

和生活补贴。在此基础上，聂婷会同岗上村村

支部书记毛辉准备好各种申报材料，多次往返

于市区与梅林镇之间，成功将罗水香一家四口

纳入低保户的范围，每年可享受 1.746 万元补

贴，并为两个孩子申请到每年 1.5 万元困难学生

补贴。

“这些年，小聂为我们东奔西走，一边帮办

各种证件，一边申请各种补贴。”周秀英拉着聂

婷的手说，“现在家庭年收入为 6.508 万元，再加

上村里还有保洁公益岗位，生活不成问题。”

让 聂 婷 欣 慰 的 是 ，两 个 孩 子 学 习 成 绩 优

秀 —— 小 阳 正 在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攻 读 研 究 生 ，

小婷也顺利考上了江西理工大学。

据了解，梅林镇现有 953 名残疾人，聂婷在

窗口办证的同时，经常去群众家中探访。用她

的话来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人大代表，应

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想方设法为群众

办实事。”一次，在办理完另一个村民罗水根的

残疾证之后，聂婷送证上门发现，他家里的灶台

过高，不适合罗水根及其 80 岁的老母亲黄义香

使用。为此，聂婷多次向上级部门申请，将罗水

根纳入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对象，为他

量身定制轮椅、拐杖，专门设计建造了低位灶台

等，切实帮助罗水根解决日常生活中吃和行的

问题。

除了残疾人工作之外，聂婷还同时负责梅

林镇卫生健康、营商环境工作。梅林镇人大主

席孟琴介绍，10余年来，聂婷为群众办理了 1000
余张准生证,实现了零错证、零投诉、零差评。

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居民无法返乡却又

急需办理准生证，聂婷便通过电话指导群众在

网上申请准生证，再通过微信把准生证电子档

发给居民；在担任营商专员方面，无论是企业办

证、办照，还是用水、用电、用工，聂婷都会不厌

其烦地帮助解答，让企业的求助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

绘好“便民图”当好“主心骨”
肖仔妹 本报记者 徐黎明

“黄姨，您过来办什么事？”“张叔，麻烦您在

低保登记证明上签字”……7 月 1 日，在萍乡市

安源区凤凰街北桥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事窗

口，社区党委书记吴楠热情接待每一名前来办

事的群众，耐心细致的服务让居民们赞不绝口。

2011 年，吴楠进入北桥外社区工作，开始了

社区窗口服务之路。“宁可自己多跑几趟也不让

群众多跑，宁可自己多想办法也不让群众为难”

是她的口头禅。为面对面服务群众，吴楠干脆

把自己的工作室设立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

展一站式服务。

不管走到哪儿，吴楠总是拿着一本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事项。11 年来，她几

乎 走 访 了 社 区 所 有 家 庭 ，解 决 各 种 矛 盾 问 题

2500余件，将温暖送到居民心坎里。

今年 4 月，辖区公园南路 160 号房屋居民到

社区窗口反映排污管堵塞情况，吴楠赶往现场，

查明原因后，立即组织居民、周边商户、社区老

党员召开现场议事会，3 天时间就疏通了下水

道。去年，肢体残疾的赖胜明到社区办事窗口

求助，他经营一家流动摊位维持生计，有人向其

赊账近 3 万元，长期不还。吴楠立即上门，多次

调解未果后，为赖胜明申请了法律援助。收回

所有欠款后，赖胜明为社区送上了“情系群众办

实事 排忧解难暖民心”的锦旗。

吴楠为社区居民提供全天候的贴心服务，

只要居民有需要，不管是平时还是双休日、节假

日，她的身影总是穿梭在社区的每个角落。北

桥 外 社 区 位 于 萍 乡 老 城 区 ，老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43%，吴楠通过“窗口认证+入户认证”方式，定

期为辖区 3000 余名有需求老人完成养老金认

证。多年来，她共计为群众办理社保、医保、低

保等各类审批、服务事项 3000余项，群众满意率

100%。

吴楠常年在社区办事窗口服务，对社区的

老弱情况了如指掌，吃饭难是社区老人面临的

首要问题。她多方沟通衔接，推出了“社区连心

食堂”，为社区 500名老人提供成本价的营养餐。

“只有把群众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才会信任

支持我们。”在吴楠看来，百姓有需求，社区就得

有回应，用心就能绘好“便民图”。为给群众提

供更便捷的服务，今年社区对党群服务中心进

行改造提升，改造提升后，便民服务空间将达

600平方米。

扎根基层 11年，吴楠成了社区居民的“主心

骨”，群众眼中的“服务之星”，她多次获得全省

“新时代赣鄱先锋”“最美基层文化人”等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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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便民利民的政务服务窗口，有一群人不管哪个窗口，不论

什么时间，服务始终面带微笑、热情相迎，被群众称为窗口服务的

贴心人。

小窗口，大形象。窗口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不仅肩负着沟通和交流的重任，还被赋予了展示政府形

象的光荣职责。本期报道关注几名在窗口服务一线的共产党员，

看他们是如何立足岗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

所忧，用心、用情、用微笑缩短距离，让窗口服务越来越温暖的。

李凯峥在为参保群众办理业务。 侯艺松摄

尤日平（左）正在指导同事为企业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吴楠（右）为老年居民提供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徐黎明摄

聂婷正在窗口指导群众填表。 本报记者 付 强摄

忙碌“店小二”为企服务优
邱 吴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这是企业申报‘商复贷’需要提交的资料，

请帮忙审核一下。”连日来，为帮助受暴雨洪涝

影响企业尽快恢复发展，玉山高新区企业服务

中心主任尤日平每天都在和各个职能部门进行

对接，代办相关业务，俨然是一名为企业东奔西

跑的“店小二”。

提起尤日平，玉山高新区各个企业的负责

人无不竖起大拇指。自 2003 年国有企业改制

后，尤日平就被安排到园区从事企业服务工作，

一干就是 20 年。多年来，他下工地、走企业、进

车间，为企业建设、运营、发展纾难解困，提供高

效优质服务。

“我曾经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深知企业办

事的难点，所以只要是能够帮忙办的，我都尽力

为企业办，让企业感受玉山良好的营商环境。”

尤日平说。

找准企业的痛点、打通发展的堵点、难点，

为 企 业 提 供 优 质 服 务 。 在 尤 日 平 的 建 议 下 ，

2018 年 5 月，玉山高新区专门设立企业服务办

事大厅，采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全程代办、

限 时 办 结 ”的 方 式 ，变“ 企 业 跑 ”为“ 我 为 企 业

跑”，开展“店小二”式全程代办服务。

“老尤和我们企业打交道多年，一直想我们

所想，急我们所急。”江西卓达轴承有限公司负

责人邓仕洋说，近期，玉山县遭遇了强降雨，玉

山高新区部分企业受灾。尤日平每天带领工作

人员奔走在受灾企业间，了解企业受灾情况，帮

助企业开展生产自救，同时开展助企纾困、财园

信贷通、“商复贷”、保险理赔等政策宣传，助推

企业恢复发展。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为企服务没

有最优只有更优。尤日平不断在提升投资兴业

便利度上下功夫，提出了很多优化营商环境的

好建议。在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玉山高新

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全链审批赋

权清单实现有效衔接，全程代办、帮办，不见面

审批，延时预约服务，一窗受理、一站办理，容缺

受理，拿地即开工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在高新区

落地。

“企业原先由于建设施工手续不全，无法办

理不动产权证，造成银行贷款无不动产抵押物，

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现在有了这个证，

去银行贷款方便多了，也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

了‘源头活水’。”玉山县富旺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对此深有感触。原来，尤日平了解到企业办

证难的问题，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充分征

求司法部门意见，形成解决方案报县政府研究

同意，目前，已为 100家企业办理不动产权证，释

放近 10 亿元资产用作融资抵押物。受疫情影

响，企业感受到来自供应链的压力。尤日平主

动联系其网格内的 80 余家企业，为他们排忧解

难。自今年 3 月份以来，尤日平连续奋战 100
天，为企业车辆报备 1100 余辆，人员报备 500 余

人，确保企业发展不失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