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曹曹
诚平诚平 通讯员谢逸谢逸）“你们的

服 务 太 好 了 ，为 我 们 老 年 人

提供了方便！”10 月 10 日，在

芦 溪 县 公 安 局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一 名 坐 着 轮 椅 的 老 人 向

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当

天 ，这 名 老 人 前 来 补 办 身 份

证，工作人员为她开通“绿色

通 道 ”，并 细 心 替 她 取 下 耳

环、整理头发、代缴费用等，

仅 用 5 分 钟 就 办 好 了 手 续 。

为 进 一 步 推 进 便 民 利 民 举

措 ，芦 溪 县 公 安 局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不 断 优 化 服 务 ，推 出 老

年人办证“陪伴式”服务，由

专 人 全 程 陪 同 ，帮 助 没 有 智

能手机、不会电子支付、不清

楚 办 证 流 程 的 老 年 人 办 证 ，

让老年人享受到温暖、细致、

便捷的服务。

工作人员在为老人提供服务。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摄

利民举措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陈陈
璋璋）“没想到在商场里还能获

得免费法律援助。”近日，南

昌市新建区两名工人在新建

城万达广场“红色客厅”咨询

欠 薪 问 题 ，望 城 镇 司 法 所 工

作 人 员 随 即 联 系 企 业 负 责

人 ，并 承 诺 会 跟 踪 到 底 。 新

建城万达广场“红色客厅”是

当地政府为周边商户和群众

打造的政务服务阵地。望城

镇 司 法 所 利 用 这 一 服 务 窗

口 ，积 极 开 展 有 针 对 性 的 法

治 宣 传 和 纠 纷 调 解 工 作 ，传

递“暖、快、优”的司法服务。

“红色客厅”提供法律援助

群众在“红色客厅”进行咨询。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璋陈璋摄

为民解忧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付付
强强）“小区的火灾隐患及时消

除，让我们住得更安心。”日

前 ，德 安 县 和 谐 佳 苑 保 障 房

小区住户李女士向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表

示。10 月初，德安县消防救

援大队廉政监督员梅晓健在

日 常 排 查 时 ，发 现 该 小 区 部

分楼栋存在水枪水带配备不

齐 全 、疏 散 通 道 堆 放 杂 物 等

问题，遂上报大队，并会同防

火干部督促小区消除了火灾

隐 患 。 今 年 以 来 ，德 安 县 消

防救援大队聘请了 5 名社会

人 员 担 任 消 防 廉 政 监 督 员 ，

及时解决了 7 个社会消防安

全问题。

安全防线

上门排查 消除火灾隐患

防火干部指导消除火灾隐患。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付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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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党
报帮你办”抖音号
和今日头条号。你
有投诉困难，我们
帮办帮问。

乐见“菜场漫游”成时尚
侯艺松

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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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徐黎徐黎
明明）“我婆婆和我儿子多年患

病，多亏了‘守护保’赔付了 3
万 元 ，缓 解 了 我 的 经 济 压

力。”近日，安福县寮塘乡村

民谢发秀向江西新闻客户端

“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去

年 以 来 ，为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风

险 ，安 福 县 乡 村 振 兴 局 创 新

设立“守护保”保险产品，参

保 对 象 为 脱 贫 户 和 监 测 对

象，购买“守护保”金额 160 万

余 元 ，保 费 由 县 财 政 缴 纳 。

截至目前，该县共办结 53 例

理 赔 案 例 ，理 赔 金 额 98.4 万

元 ，发 挥 了 保 险 助 力 巩 固 脱

贫攻坚成果的作用。

精准施策 守护民生底线
乡村振兴

工作人员为村民办理“守护保”。
通讯员 管文丽摄

步行 5 分钟，将孙子送到社区学堂，

上午去社区老年大学和老姐妹们一起练

形体，中午在幸福食堂吃饭，晚上和孙子

参加社区的亲子手工活动……这是 10
月 6 日，南昌县莲塘镇正荣大湖社区 66
岁老人李敏惬意的一天。

不出社区，就实现幼有所育、老有所

养，是莲塘镇聚焦“一老一小”，交出的温

暖“答卷”。近年来，莲塘镇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用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为老人

和孩子撑起遮风挡雨的“幸福伞”，拉起

兜底保障的“安全网”，用心用情托起他

们稳稳的幸福。

“幸福食堂今天供应萝卜烧肉、辣椒

炒肉……”每天一听到幸福食堂的就餐

广播，莲塘镇玺园社区 86 岁的老人邬秀

英就会下楼用餐。“我一个人住，做饭很

不方便，这里的饭菜煮得软，味道又好又

有营养，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邬秀

英对幸福食堂赞不绝口。去年，玺园社

区筹建幸福食堂，为老人提供用餐、点

餐、定制餐等服务，食堂运行以来，累计

提供助餐服务 1.2 万余人次，上门配餐服

务 1100人次。

满足了老年人就餐需求，莲塘镇还

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

正荣大湖社区，开设了瑜伽、形体舞、书法

等课程的老年大学深受欢迎。“每周最期

待的事就是到老年大学上课，跟社区的老

朋友一起练非洲鼓，我女儿都说我年轻了

不少。”今年58岁的居民郑莉萍说。

莲塘镇党委书记付驰介绍，莲塘镇

地 处 南 昌 县 中 心 城 区 ，管 辖 人 口 33 万

人，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4.6万人。为更好

地服务老年群体，该镇对全镇老年人全

面摸排，建立精细化台账，积极整合资

源，因地制宜在各村、社区建设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为社区老人提供日托照料、护

理陪伴、法律维权、文化教育等服务。该

镇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

为行动不便、生活困难的独居老人提供生

活照料、卫生清扫等服务，提高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各种老年人的文体活动也在

各村、社区遍地开花，一幅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的生动画卷在莲塘镇徐徐展开。

“家里的‘神兽’一放假，家长就犯

愁。”前段时间，正荣大湖社区居民张毅

的烦恼，在社区学堂得到解决。他为 8
岁的儿子报名了社区学堂开设的书法

课。“在社区学堂上兴趣课，实惠又放心，

家里的老人也轻松多了。”他笑着说。

在正荣大湖社区，孩子是学生，家长

也当起了学生。今年 45 岁的刘晓萍是

社区开心妈妈团里的一员，几乎每周都

参加团里组织的活动，和社区里不同领

域、不同年龄的妈妈们交流育儿经验。

“以前不太会和女儿沟通，在开心妈妈团

学到了很多育儿经验，女儿说我越来越

温柔了，也更愿意和我说心里话了。”刘

晓萍说。

近年来，莲塘镇把关爱“一小”作为

提升各村、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民

生工程来抓，积极探索“妇联组织+社会

组织+专业服务+志愿服务”关爱服务，

整合资源，在全镇 11 个青少年“关爱之

家”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提供

安全教育、成长陪伴、七彩兴趣班等服

务，整合家长、社区和社会力量，把社区

建设成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温馨港

湾。

温暖“夕阳红”，护航“成长路”。付

驰表示，莲塘镇党委将持续聚焦“一老一

小”民生领域，整合多方力量和社会资

源，科学规划布局“一老一小”场所，不断

增强养老托育服务能力，优化养老托育

服务供给，把助老爱幼服务落细落实，努

力绘就“一老一小”幸福画卷，让夕阳更

美、朝阳更红。

曾经，人们很难将菜场和年轻人联系到一起。今年以来，
随着消费文旅市场进一步复苏，“菜场漫游”在年轻人中悄然兴
起。在许多城市里，菜场正成为City Walk（城市漫步）热门打
卡地，不少特色小城的菜场也跟着走红。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漫步于集市之中，流连于商贩
之间，感受“浮生半日闲”的乐趣，何尝不是一种自在？在笔者
看来，“菜场漫游”受到青睐，反映了沉浸在都市快节奏中的年
轻人对慢生活的渴望与回归。

“菜场漫游”火爆的背后，也反映了城市的更新发展。越来
越多的农贸市场进行了改造升级，告别了“脏乱差”，灯光和布
局让菜场不再昏暗与压抑，环境越来越清爽整洁。除了常规改
造，不少城市更是通过打造星级农贸市场、智慧农贸市场，赋予
菜场更多属性功能。这些变化也推动着年轻人与菜场“双向奔
赴”，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年轻人纷纷分享“菜场漫游攻略”。

我们乐见“菜场漫游”成潮流，更要守护好这份烟火气，进
一步加强菜场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让其与城市更新发展“同
频共振”。

南昌县莲塘镇描绘“一老一小”幸福画卷——

善育颐养 共赴美好

“多亏了县非公有制企业维权服务中

心与县城管局联系协调，及时反映我们的

诉求，让我们企业的员工能高效便捷地为

沿街商户配送货物。”日前，万年县副食品

行业商会会长叶国盛高兴地说。

近日，万年县城管局对非机动车包括

物流配送的三轮车乱停乱放现象进行了

集中整治，维护了县城道路通畅和市容市

貌整洁，但给需要临时停放在沿街商铺门

口进行货物装卸的物流配送员带来一定

的困扰。

万年县副食品行业商会现有会员企

业 50 余家，均为从事副食品批发的工商

户或商贸公司，共有物流配送三轮车近

200 辆 ，配 送 员 400 余 人 ，出 行 需 求 较

大。然而，物流配送的三轮车随意停放

是不争的事实，不仅给城市文明和交通

秩序带来影响，也给配送员的安全出行

带来隐患。现在城管部门对商家门前装

卸货物的三轮车进行整治，让这支庞大

的配送队伍犯了难，虽然商户想了诸多

办法，但还是无法解决“停车难”这个棘

手问题。

“必须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叶国盛

说，商会通过走访会员单位了解实际情

况，将物流配送车辆停车难等共性问题以

书面形式反映至县非公有制企业维权服

务中心。作为民营企业的“娘家人”，县非

公有制企业维权服务中心立即与县城管

局、县副食品行业商会三方协商，就建立

便捷高效、服务规范的城市配送体系，划

分一定的副食品配送专用停车位达成了

一致。

“商会企业所属配送车辆张贴统一标

识，加强对配送员的培训，提高安全和文

明意识，临街配送卸货时必须整齐停放，

不能妨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装卸完成

立即驶离。”叶国盛说，这一举措有效缓解

了停车难、装卸难等问题，并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

万 年 县 委 统 战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该县直击民营企业发展的热点、难点，构

建多部门联动联办机制，畅通一站式维

权渠道，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近期，

他们联合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工商联建

立 保 障 民 营 企 业 健 康 发 展 沟 通 合 作 机

制，实施“千名干部进千企”等措施，主动

上门倾听民营企业心声，及时收集企业

问题诉求，聚焦企业痛点、堵点问题，做

好帮扶记录和台账管理，努力打造“万事

有维”维权品牌。今年以来，该县非公有

制企业维权服务中心已协调解决企业各

类诉求 28 件，办结率达 95%。

万年县搭建政企交流、银企对接、维

权服务等平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今年已召开政企座谈会 6 次，收集县

域发展意见建议 100 余条；组织政银企对

接活动 4 次，受惠商会会员企业 20 余家，

解决了部分企业融资难问题，推动银企良

性互动、实现“双赢”；开展“先进商会”“优

秀企业家”系列评选，树立典型 27 个，引

导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万年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奶奶，这个词怎么读呀”“奶奶，您看

我这幅画画得好看吗”……金秋时节，走

进高安市瑞州街道碧落山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几名老奶奶正带着一群孩子写作

业、学美术、做手工、玩益智游戏，温馨的

气氛萦绕在老人与孩子之间。孩子们嘴

上一口一个“奶奶”叫着，但实际上老人与

孩子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老奶奶们被居

民暖心地称为社区里的“共享奶奶”。

“社区里的双职工家庭多，小孩放学

后无人看管，有些孩子放学后在小区的

棋牌桌上做作业，有的甚至玩耍后就在

小区的公共椅子上睡着了。为了解决社

区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的问题，我们吸

纳社区里时间多、有意愿、有能力、身体

健康的退休老人，义务帮忙照看小孩。”

谈到成立社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

队的初衷，碧落山社区党委书记黄清秀

如是说。对于广大上班族来说，下班时

间与孩子放学时间不同步，孩子们在等

待父母下班的这一段时间里，由社区“共

享奶奶”帮忙照看、辅导作业，就能解决

双职工家庭的烦恼。

“退休后，空余时间很多，发挥一下

余热，在社区里照看小孩，辅导作业，陪

伴孩子们成长的同时，也享受了助人之

乐，很有意义。”退休教师熊清香高兴地

说。碧落山社区成立“共享奶奶”志愿服

务队后，熊清香主动加入，每天给社区的

孩子们辅导作业、讲故事、做游戏已是她

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和孩子的爸爸平时上班很忙，下

班回家都晚上 7点以后了，这段时间多亏

了熊老师照顾小孩，帮我们解决了后顾

之忧，我们可以安心上班，孩子的学习也

进步很大。”碧落山社区居民小何感激地

说。

大手牵小手，心灵相互慰藉，老人们

在照顾孩子们的同时，扫除了晚年的孤

独寂寞，每天笑口常开。“一个人在家心

里空落落的，帮忙照看社区的孩子们，我

感受到了另一种亲情，既享受了关爱他

人的愉悦，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共享

奶奶”简川秀对眼下这项工作特别满意。

“‘共享奶奶’在社区搭建起一条社

会‘情感纽带’，对参与志愿服务的老人

来说，有的子女没在身边，家庭缺失的能

在这里找到寄托；对接受照看的孩子而

言，能学会感恩与珍惜；对社区而言，能

促进邻里间的互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黄清秀表示，碧落山社区“共享奶

奶”志愿服务队已有 12名成员，平均年龄

62 岁。在这些奶奶们的奉献下，社区洋

溢着温馨和睦的氛围。

高安市碧落山社区推出“老小”志愿互助方式

“共享奶奶”双向陪伴

万年构建多部门联动联办机制服务民营企业

400余名物流配送员停车不再难

“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连着“朝阳”。完善“一老一小”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事关千家万户。“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
系，发展普惠托育和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今日起，本报推出“关爱一老一小 守护朝夕幸福”栏目，报道我省各地各部门
关爱“一老一小”、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经验做法，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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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荣大湖社区的老人在社区老年大学上形体舞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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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存文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专人陪同 老人办证便捷

物流配送员有序停车配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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