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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漏水协调解决了

高龄认证“上门办”便捷服务暖民心

呼声回响

社区管家

办好“心头事”当好居民贴心人

作为回民区阳光社区的一名网格员，车巧
兰所负责的区域老年人较多，许多老人的子女
不在身边，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更多的关心与
照顾。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车巧兰养
成了定期上门走访的习惯。

她总是带着微笑和耐心，轻轻敲开老人的
家门。每到一户，都会仔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
况，了解他们的生活起居是否存在困难。从日
常生活用品的采买，到水电费的缴纳，她都一
一关心。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她还会主动帮
忙跑腿办事，让老人感受到亲人般的关怀。

万大爷今年80多岁，几十年来一直与老伴儿
照顾瘫痪在床的儿子。由于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在出行、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中总会遇到诸
多困难，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
对此，车巧兰和志愿者帮老人注册了微信，并耐心
指导老人学习使用微信的基本功能。

从万大爷家离开，车巧兰又赶往另一户困
难居民家。在走访过程中，车巧兰总是耐心倾
听居民们的每一句话，无论是对社区环境的改
善建议，还是对公共设施的需求，她都认真记
录下来，并及时反馈给社区。

社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是居民
关注的焦点，阳光社区网格员马微娜也
积极参与其中。邮电器材小区老旧小
区改造完成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
民需要领取门禁卡，但对一些行动困难
的老人来说有些不便。马微娜及时发
现了这一问题，立刻化身“跑腿员”，为
这些老人们送去门禁卡。

每逢高龄补贴周期认证时，马微娜
都会在辖区微信群提前通知，并入户走
访辖区独居老人，告知老人及其家属线
上认证途径，向他们详细讲解相关政策。

辖区居民张大爷因为没有智能手
机，子女也常年在外地打工，无法自行
办理高龄补贴周期认证，马微娜就会主
动上门，核实老人的基本信息，协助老
人完成认证，并贴心为老人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

马微娜的热心服务，不仅为辖区老
年人解决了业务办理难题，更增强了高
龄老人的幸福感，极大拉近了社区与居
民的距离。

3 月 5 日，晨光初破，公安厅社
区网格员赵新梅整理好资料，开始
走访辖区内的老人。这看似平凡的
工作，却饱含着对老年人的深切关
怀。

公安厅小区居民代奶奶近 80
岁，独居多年，子女都在外地工作。
这是赵新梅当天第一个要走访的居
民。敲开门走进屋，赵新梅就忙活起
来，她检查完屋内电器、燃气线路后，
一边整理屋子，一边陪老人聊天。代

奶奶说自己关节疼，赵新梅就认真记
录下来，准备回去咨询医生。

离开代奶奶家，赵新梅又来到
刘爷爷家。刘爷爷虽已年逾古稀，
却精神矍铄，热衷运动，屋内摆放着
各种运动器材。在聊天中，赵新梅
留意到他家药箱里的一些药品过期
了，便帮忙清理药箱，详细记录下常
用药品的信息，准备下次走访时帮
忙购买。

辖区内还有一对年迈的夫妇，老

两口身体都不太好，子女也是偶尔回
来探望。赵新梅这次专门为两位老
人带来了社区组织的免费体检通知，
耐心地告诉他们体检项目和时间。
怕老人记不住，她把体检信息写在便
利贴上，贴在屋内显眼位置。

当走访结束时，赵新梅的笔记
本上已经记满了老人们的需求和问
题。回到社区，她立刻开始整理这
些信息，准备解决老人们的问题与
需求。

“小宋啊，我这个月的退休工资
怎么还没到账呢？”2月 28日上午，家
住呼铁佳园小区的王大爷焦急地来
到祥园社区询问。

网格员宋岚云热情接待了王大爷，
详细了解相关情况。之后，她先联系了
社保部门，确认王大爷的退休金发放状
态，接着又联系银行，查询账户情况。

几经周折，多方询问，终于找到
了问题所在，原来是因为王大爷的手
机短信被拦截，没收到信息误以为工
资还没发放。宋岚云耐心帮老人重
新设置了手机短信功能。看着忙碌
了一上午的宋岚云，王大爷感动地
说：“儿女不在身边，我自己又不会在
手机上操作，多亏你们帮忙，不然我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帮助老人，为老人生活助力，这
样的暖心场景在社区里不断上演。
社区工作者用他们的耐心和责任，为
居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真正
成为居民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李娟 马妍 文/图

在社区里活跃着这

样一群人，他们穿梭于

楼栋之间，敲开一扇扇

家门，将关爱和帮助送

到居民身边。他们在

平凡的岗位上，用不平

凡的付出诠释着网格

员的责任与担当，温暖

了每一位居民。

本报讯（记者 李娟）近日，家
住水设院小区的居民宋先生遇到
了一件难题。邻居家中管道漏水，
导致自己家被淹。几经沟通，双方
也没能达成协议。

为此，王先生联系到了大学西
路街道办事处四千米社区的工作

人员。四千米社区工作人员了解
相关情况后，将双方安排到社区会
议室进行调解。在听取了双方意
见后，便引导双方协商解决。最
终，楼上居民同意赔偿宋先生
3000元。双方对调解结果表示满
意，矛盾得以化解。

“正源小区5号楼楼顶有两台太阳能热水器要掉下来了，快帮忙处
理一下吧！”近日，新城区正源小区居民向辖区网格员反映。

接到居民求助后，海拉尔路长海社区立即向居民了解情况，并
排查两个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的归属。通过不断走访排查，终于找到
了两台热水器的主人，经过沟通协调，拆除了存在安全隐患的太阳
能热水器。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楼顶废弃热水器拆除了

本报讯（记者 贾敏 安娜 通讯
员 高刚）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效
能，切实保障辖区高龄老人及时、便
捷地享受福利待遇，连日来，玉泉区
友谊社区积极探索创新，推出了手机
微信小程序认证、社区便民服务站认
证以及上门认证等多元化方式，全方
位满足不同高龄老人的认证需求。

据悉，高龄补贴领取资格认证一
年需进行4次，每季度开展一次。针
对辖区内尚未申请但符合条件的高
龄老人，社区网格员充分利用微信群
这一便捷渠道，广泛宣传高龄补贴待
遇领取资格认证的相关政策与详细
流程，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及时、准

确地了解认证要求。对行动不便的
高龄老人，友谊社区组建了专门的服
务小组，主动预约时间上门为老人办
理高龄认证，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完
成认证手续。

多元化的认证方式，切实解决了
老年人在认证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确
保每位老人都能顺利完成认证，保障
福利待遇不受影响。这一系列的贴
心服务得到了老年居民的高度认可
与赞扬。采访中，友谊社区 85岁的
王奶奶感慨道：“过去认证一趟特别
麻烦，耗费不少精力，现在社区工作
人员直接上门服务，用手机就帮我办
好了，真是太周到、太暖心了！”

本报讯（记者 安娜 通讯员 王
晓飞）眼下天气转暖，冰雪渐渐消融，
大黑河呼和浩特城区段也处于冰融
期。潺潺溪流奏响春之序曲的同时，
冰融期暗藏的安全隐患也随之而
来。赛罕区公安分局提醒广大市民，
出行游玩时务必远离河道、湖面等危
险冰域。

3 月 12 日上午，记者在赛罕区
金河镇附近的大黑河河道看到，大
黑河已有部分冰面融化。河道管
理部门工作人员忙碌地穿梭在周
边，一边仔细察看河道结冰情况，
一边在木栈道、大桥、堤顶等游人
易出现的地方悬挂警示条幅，大声
提醒游人勿在冰面上行走玩耍。
工作人员表示，冰融期间，冰面看
似坚固，实则暗藏危机。随着气温
升高，冰层逐渐变薄、融化，承载能
力急剧下降，在冰面上活动十分危
险。

在现场，记者发现有家长带着孩
子在河边玩耍，孩子时不时地向冰面
靠近，十分危险。记者上前提醒家
长：“现在正处于冰融期，冰面很不安
全，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很危险，您可
得多注意。”然而，这位家长却不以为
然，回应道：“我看着呢，这冰面看着
挺结实，没那么容易出事，孩子玩一
会儿没事的。”但事实上，正如工作人
员所说，冰融期的冰面状况十分复
杂，肉眼难以判断冰层的实际承载能
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赛罕区公安

分局金河镇派出所已从即日起加强
河道附近的巡逻工作。

大黑河呼和浩特城区段处于冰融期
警方提醒：远离河道、湖面等危险冰域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 通讯员 范
若泉）3 月 10 日 14 时许，呼和浩特
兴好家政保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好到家”）的王大姐和同事刚完
成一项保洁任务，便匆匆骑上电动
车赶往下一个客户家中。

“最近我们每天最多能完成三
四户家庭的保洁工作，一般两人一
组，大多数家庭的清洁时间都超过
了 4个小时。”王大姐表示，不少客户
在下单大扫除服务时，还会选择一
些特色服务，例如热水器、洗衣机、
油烟机清洗，床垫和沙发清洗保洁，
物品收纳等。

记者了解到，“兴好到家”拥有
一支 135人的专职家政队伍，包括专
职月嫂、专职保洁师、专职经纪人和
专职行政管理人员，其中有 35 人为
大学本科学历。创立以来已服务近

6000户客户。
“平时我就很爱整理、收拾房

间，看着物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会
让我有一种满足感。”自带整理“强
迫症”的小赵，平时就有使用收纳
篮、收纳架来整理房间的习惯。直
到去年 8 月份，他在网上无意间看
到了与保洁师相关的内容。深入
了解后，他正式成为一名保洁师。

“大多数人觉得保洁师和保洁
员 差 不 多 ，但 实 际 情 况 并 不 是 这
样。”小赵坦言，保洁师不只是打扫
卫生，而是在了解服务对象的生活
和使用习惯的前提下，通过整理收
纳等系统工作，把家打造得更加温
馨舒适，并提供了情绪价值，这才是
他们真正需要的。

“兴好到家”负责人阿崙表示，
目前，家政领域市场前景很好、从业

人员需求很大，通过与社区紧密合
作，还搭建起了就业培训与岗位对
接的桥梁，精准对接家庭服务需求，
畅通供需对接“最后一公里”。

“家政服务业作为就业促进行
动的重点领域，既是吸纳劳动力的

‘蓄水池’，也是检验就业质量提升
成效的‘试金石’。”新城区就业服

务中心主任郭新亮表示，“我们为
广大求职者搭建线上线下双平台，
实现岗位与人才精准匹配、就业困
难人员精准帮扶，为群众提供‘家
门口’就业服务，让劳动者有更多、
更好的就业选择。确保就业形势持
续稳定向好，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
分的就业。”

岗位人才精准匹配

家政师异军突起

“兴好到家”专职月嫂为新入职家政服务人员做育婴技能培训

警方提醒：

远离冰面：冰融期冰面看
似坚硬，实则冰层厚度不一且
承载力降低，部分冰面下可能
隐藏着清沟、暗流，稍有不慎踏
入薄弱区域，便会有陷入冰窟
危险。冰面的承重能力无法用
肉眼准确测量，千万不要抱有

“伸脚试试冰面结不结实”的侥
幸心理。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
家长（监护人）要教育未成年人
在冰融期不要到河边、池塘等
水域附近玩耍、滑冰，避免因冰
面破裂而发生危险。带孩子外
出时，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
确保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
内。

垂钓爱好者注意：冰融期
冰面状况复杂，不要在冰面上
进行垂钓等活动。如果选择在
岸边垂钓，要注意岸边的地面
是否湿滑，防止滑倒跌入水中。

河边行走注意防滑：行人
在经过河边、湖边等水域周边
时，要小心慢行，注意脚下的冰
层和地面情况，避免因冰层破
碎或地面湿滑而落入水中。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3 月 12
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
获悉，2025 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集中征缴期已于 2月 28日结束。近
期有市民咨询，集中缴费期已过还
可以参保吗？参保后会有什么影
响？为此，记者采访了呼和浩特市
医疗保障局。

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工作人
员表示，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虽然已
过，但还可以继续办理参保缴费。首
先要进行参保核定，手机自主缴费只

有在集中缴费期开通，错过集中缴费
期，参保人员须到户籍所在（非本市
户籍的居民到居住所在）的社区（村）
设立的基层服务站点或街道办事处
办理参保核定后方可缴费。

核定后的参保人员可以通过线
上或线下办理缴费。线上缴费主要
有以下方式：一、打开微信—我—支
付—城市服务—社保综合—点击“内
蒙古社保缴费”（官方）；二、打开微信
—发现—点击小程序—输入“内蒙古
社保缴费”并搜索点击“内蒙古社保

缴费”；三、打开支付宝—市民中心—
社保—点击“内蒙古社保缴费”。线
下缴费需参保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或
户口本到所在辖区税务局办税服务
厅或者联系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医
保服务点（党群服务中心医保服务窗
口）申请办理缴费即可。

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工作人
员提醒：错过 2025年度集中缴费期，
会从缴费当月起设置 3 个月的待遇
等待期。从 2025 年起，未连续参保
的，每多断保 1 年，在固定待遇等待

期 3 个月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
期 1 个 月 。 如 果 2025 年 不 参 保 ，
2026 年参保后待遇等待期增加到 4
个月。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医
保参保人员，次年开始提高大病保
险最高支付限额 3000 元；对连续参
加居民医保满 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
每连续参保 1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
支付限额 3000 元，累计提高总额不
超过大病保险封顶线的 20%。市民
如有问题咨询，可拨打市医保经办
机构热线电话 12393。

2025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已过，还能参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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