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薛丽红不忘初心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本报记者 吕会生 实习记者 郑艳慧

用心关爱 呵护成长

本报讯（记者 苗欣）近年来，市
残联通过康复救助、教育帮扶、扶残
助残等方式，努力为未成年残疾人健
康发展、融入社会创造良好环境。

据了解，市残联为加大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力度，出台了《呼和浩特市
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救助年龄由 0
至 6岁扩大到 0至 10岁，救助标准由
每人每年 1.5 万元提高到 2 万元。5
年来，共投入资金 4728.4 万元，救助
各类别残疾儿童2673人次。

去年，我市继续扩大残疾人精
准康复服务覆盖面、提升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服务水平。市残联协调市
卫健委，推动残疾人普遍接受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使残疾人精准康复
进 一 步 落 实 落 细 。 拨 付 378.12 万
元，为 7768 名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
服务，2106 名残疾人得到辅助器具
适配服务，康复服务率达到 97.16%，
辅具适配率达 99.72%，未成年残疾
人同样成为受益者。市残联还推进
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规范化建
设，简化审批流程，全年投入资金
1137万元，对 895名残疾儿童开展了
康复训练救助，对其中 130 名 0 至 4
岁肢体、智力、孤独症儿童开展了以
家庭为中心的残疾儿童早期干预服
务。目前，我市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救助工作已走在全区首位。

2021年，名叫诚诚的患有孤独症
的 4 岁男孩来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天爱康复公益服务中心接受康复治
疗，诚诚刚来机构时没有主动语言，
但经过 3个月的康复干预，他已能主
动叫“爸爸”了。如今，诚诚已成功融
入普通幼儿园，和其他小朋友一同健
康成长。“我们中心是孤独症、智力、
肢体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成
立 7年多来，累计康复 800多名特需
儿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天爱康复
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崔朝霞介绍，中
心采用“康教”结合方式，招收 0至 10
岁儿童，其中有80%是2至6岁儿童。

我市通过随班就读、特殊教育
机构就读、送教上门等方式，义务教
育阶段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
95%以上。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到高
等院校的残疾儿童和残疾学生资助
制度，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过去 5 年
投入资金 29.93 万元，716 名残疾儿
童享受到学前教育补贴。

市残联经常组织康复机构和志
愿者开展助残、法律援助服务、宣传
教育等活动。相关人员与残疾儿童
进行交流，了解各个家庭对于孩子的
教育、康复情况，开展各类残疾预防、
残疾康复知识宣传，向孩子们赠送玩
具、生活用品，帮助残疾儿童和他们
的家庭增强康复信心，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

市残联：

爱心托起未成年残疾人美好希望

文明需要分享也需要分担
●孙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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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美丽青城美丽青城 文明花开文明花开

首府精神文明创建
文明单位在行动

青城好人风采

学雷锋 树新风

清水河县税务局：

丰富活动载体 提升文明创建水平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近年来，清

水河县税务局以“全民动员、全员参与、
共建共享文明成果”为目标，在文明实
践中瞄准群众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切
实履行好服务群众的职责，全面深入地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单位创建活动。

在文明单位创建过程中，清水河县
税务局以党建为引领，打造了涵盖“清
水河税务青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清水河税务蓝”等多层含义的“青蓝”
党建品牌。举办了“青蓝杯税收知识竞
赛”“党史知识竞赛”，开展了红色经典
诵读、观看廉政教育片、参观红色革命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等文化活动。

作为自治区税务局7家枫桥经验试
点单位之一，该局还将“青蓝枫桥”和

“税费协同”相融合，构建“1+4”税费工
作模式，依托“税费协同处理团队”，建
立4个“工作制度”：“线上线下”、横向联
动、纵向贯通、“一条线法”工作机制。
2021年组织绩效位于全市第一段。

清水河县税务局同时打出特色组
合拳，推出优惠政策直达享、便捷办理
优体验、分类服务解难题等5大类20项

80条具体措施；抓好税费机制和信息化
手段两个基本点，按需与企业组建“面
对面”服务，深入企业送政策建台账；深
化春风行动、税务宣传、业务培训三项
举措，成立 12个便民春风行动组，将税
费体验师分配其中，优化纳税服务体
验。针对老年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推
行暖心帮办、优先通办、急事快办等精
细化服务措施。

此外，该局集聚多方力量，助力乡
村振兴，选派干部到喇嘛湾镇樊山沟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并组织志愿队与企
业进行实地走访，实现双向联动打通就
业路，将失业群众推荐给企业，现已解
决20名农民工就业问题；开展文明单位
结对共建文明村镇活动，邀请宏河镇西
库伦图村干部座谈，依托税源管理优

势，搭起农户、专业合作社与蒙清、宏利
元等企业的供应链“鹊桥”，全局干部参
与农产品助销工作，共计购买扶贫项目
农产品 3万余元，与包联的北堡乡三黄
水村和老熊沟村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帮
助包联村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正
崯扫帚加工厂，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5万余元。

疫情期间，该局组织税务干部下沉
社区参加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工作。防
控值守期间全局累计值守 3200余次。
涌现出自治区最美家庭、全市最美抗疫
家庭先进典型各一个。

为努力营造创城氛围，扬文明新
风，该局与市生态环境局清水河分局开
展联合走访工作，帮助企业规范环境保
护税的核算申报，推动县域生态文明建

设；与南园社区签订党建联合体共建协
议书，统筹整合党组织优势，已完成238
户居民的入户宣传动员工作，与小区物
业、开发商等建立了定期会谈机制，共
同推进后续创建工作；联合社区对包联
的文博苑小区、河畔花园小区开展了垃
圾清理、“小广告”清除、楼道杂物搬运、
土地平整等工作，并多次组织环境卫生
整治、拔蒿草等志愿活动，积极弘扬雷
锋精神，助力社区文明创建。

该局还大力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开启全员学习活动，开辟“党建园
地”，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并有
效利用楼道和空白墙面，传播文明风
尚，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
以“我们的节日”活动为抓手，通过组织
包粽子、学剪纸、捏泥塑等活动，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
同时，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制度和措施，
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建设，用党纪党规约
束和规范干部个人行为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

今年，清水河县税务局被授予第十
届自治区文明单位称号。

近日，“强化防火安全宣
传 助力春耕备耕生产”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在玉泉区小黑河
镇一间房村开展。

参加活动的村民观看文艺
演出，学习如何辨别优质种子、
化肥、地膜等农产品，观摩正确
使用消防灭火器，现场人声鼎
沸、热闹非凡。

此次活动由玉泉区文明
办、玉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主办，玉泉区文旅局、农科
局、生态环境分局和玉泉区消
防大队等单位承办。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近日，市气象局与滨河社区联合开展“学雷锋、科普进社区”共建活动，在驻
地社区辖区内开展卫生环境整治，对部分住宅楼墙外小广告等进行清除，对户
外杂物进行清理，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苗青 摄

走进土左旗北什轴乡东红岱村，
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道路、整齐
美观的农家小院和文明有序的村容
村貌。村里的主路上，东红岱村党支
部书记薛丽红正带领村里党员和村
民忙着打扫卫生。“家门口都要扫得
干干净净，希望家园越来越美。”薛丽
红说，文明城市创建，不仅要做好人
居环境整治，还要努力为村民解难
题、办实事。

东红岱村村民王虎虎今年 75岁，
身体不好，老伴已去世多年，孩子在外
地工作无法照顾老人，薛丽红便经常
到老人家中，帮老人打扫卫生、送饭或
者做饭、刷洗碗筷。在每个月上旬，薛
丽红还会尽早帮助老人完成低保认
证。

不只王虎虎，在其他老人需要帮
助时，薛丽红也会如“及时雨”一般出
现。有的老人被褥无法自行换洗，薛

丽红就帮助他们清洗干净；有的老人
腿脚不方便，只需打个电话，薛丽红就
会买好米、面、生活用品送到老人家
里；有的老人买药没有钱，薛丽红就先
垫付并帮助购买……对于薛丽红而
言，帮助困难群体、为群众解决问题已
经成为生活日常。

近些年，通过入户摸排，薛丽红为
村民专门建立了档案，在摸排中她发
现了一些家庭更实际的困难。11岁的
马燕林由于家庭原因，在生活和学习
上无人照顾。2022年疫情期间，薛丽
红就把马燕林接到自己家住了4个月，
为她做饭、洗衣、辅导作业。

如今，马燕林已经是薛丽红家的
常客，马燕林喜欢绘画，薛丽红还给
她买了彩笔、绘画用纸等，并加了马
燕林老师的微信，以便及时与老师沟
通马燕林的学习情况，帮助孩子健康
成长。

在薛丽红的帮助下，马燕林的学
习成绩稳步提升，薛丽红和马燕林还
同时收到了班主任颁发的荣誉奖
状。“收到双份的荣誉让我感到十分
欣慰，在疫情期间，作为在基层工作
的一名共产党员，全力保障孩子的学
习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薛丽红说。

薛丽红从小家庭比较困难，因
此，现在看到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
的 时 候 ，她 会 毫 不 犹 豫 地 伸 出 援
手。疫情期间，她和爱人王俊俊投身
防控一线，用自家的面包车免费接送
村里的老人接种疫苗、检测核酸，并
承担信息录入、卡口值守、组织联
系、宣传动员等工作，助力打赢疫情
防控攻坚战。

在东红岱村，村民的大事小情都
离不开薛丽红，她乐于助人的善行也
带动了东红岱村互帮互助的文明乡
风。“我们村是邻里和睦村，村民间的

关系十分融洽，有困难互相帮助，有
问题大家共同去解决。”薛丽红说。

东红岱村有很多沙地，比较干
旱，在 2021 年至 2022 年间，为了改
善农田灌溉情况，薛丽红动员村民
集资打井，并按照片区进行选址，
同时遵循自愿原则，得到了村民的
积极响应，打井过程十分顺利，当
年粮食丰收，总产量达到 300 多万
斤。近日，薛丽红又联系专业人员
为村里安装了一台变压器，解决了
村民的生产生活用电难题。“这是
村民 8 年来的期盼，所以我一定要
解决。”薛红丽说。

今年 2 月，薛丽红荣登呼和浩
特市“青城好人榜”，被评为助人为
乐“青城好人”。“我要永葆为民初
心，带着真心真情做事情，把好事
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薛丽红
坚定地说。

文明实践在行动

行走在首府的大街小巷，道路
平整交通顺畅、“城市家具”洁净如
新、游园绿地各具特色……浸润于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成果当中，市民
群众越来越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正
逐渐内化为一座城市的文明气质。

也正因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的
不文明行为也愈加扎眼，如在公共
场所高声喧哗、随手将垃圾抛出车
窗，共享单车占道停放，在旅游景点
随意涂鸦……或是不良习惯、或是
个体利益、或是图一时方便，细究之
下，无不是错置了个人与社会整体
的关系，导致公共意识、规则意识、
责任意识出现缺失。然而如恩格斯
所说：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
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
分享社会公共文明发展的成果，同

时也需要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分担文
明的责任作为支撑。

可喜的是，随着首府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的推进，社会文明实
践活动丰富多彩，志愿服务行动随
处可见，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越来越
多的市民作为文明的受益人，从“袖
手看”到“拍手赞”，再到“动手干”，
同时担当起了文明的责任人，参与
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当中。在每一
个人迸发公共意识、履行公共责任、
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整个城市
的文明气质也逐渐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