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曾被宁夏日报社评为全
区十佳优秀通讯员，在十余种报
刊发表作品 400 多篇；2005 年，
被自治区评为“全区自强模范”；
2016 年，被银川市作家协会吸收
为会员。一支笔，成了他人生的
转折点。他就是二级肢体残疾
人胡建平，曾因身体残缺封闭自
我，后从文学创作中重拾自信，
用自身的转变证明，无论身体是
否健全，只要有梦想，生命就能
精彩。

民 生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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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 商务
部 9日发布关于开展家政服务招聘
季活动的通知，定于今年四季度组
织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依托抖音、快
手、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开展“家政
服务招聘季”线上直播招聘活动。

根据通知，本次活动旨在进一
步推动家政服务消费恢复，更好发
挥家政服务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
作用，依托互联网平台，联合行业协
会、家政企业，发挥直播招聘优势，
支持开展专场直播招聘，送岗位到
人，送培训到人，搭建供需对接渠
道，提高供需对接效率。

在组织专场活动方面，地方商
务主管部门组织经营规范、信誉良
好的家政企业，针对家政服务求职
者特点，与直播达人或地方媒体等
合作，利用互联网平台招聘渠道，举
办专场推介活动，在直播间解读地
方家政服务支持政策，推介家政服
务信用信息平台，介绍家政服务岗
位需求。

在开展公益培训方面，邀请互
联网平台在活动开始前，面向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家政企
业开展自媒体营销培训，介绍直播
招聘中的法律法规、平台规则、风
险防范、短视频制作、营销技巧、流
程管理等，保障地方专场活动顺利
开展，提升家政企业的数字化运营
能力。

商务部组织开展“家政服务招聘季”
线上直播招聘活动

无 畏 风 雨 执 笔 向 阳
——银川作家协会会员胡建平为生命而歌

本报记者 韩瑞利 文/图

日前，记者从银川市民政局了解到，
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依法
织密织牢未成年人保护网络，积极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卫生及心理健康指导等
有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服
务，在全社会营造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
良好氛围。

为及早发现未成年人早期心理问
题，以及时干预、专业引导、心理服务等方
式改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银川市民
政局实施了“心手相牵 童心同行”未成年
人关爱帮扶活动，打造“启明未来 爱伴成
长”工作品牌，针对银川市辖三区的 1000
余名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
殊困难未成年人开展了心理健康服务项
目，不断提升特殊困难未成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购买服务的方
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预防或消除未
成年人不良心理、行为，促进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提高生活质量。

记者从银川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了解到，经过一段时间的个性化心理服
务和多方努力，13岁的困境儿童小敏（化
名）已走出心理的阴霾区，逐渐开朗起来。

小敏三岁时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后，
小敏相继被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家。由于
缺少父母和亲人的陪伴，小敏长时间与手
机为伴，不愿与人交流。了解到小敏的状
况后，银川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作

人员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项目第三
方积极对接，针对小敏存在情绪波动大、
容易激动，且伴有中度焦虑、抑郁等严重
情绪问题，认真分析研判，安排资深心理
咨询师对小敏制定了个性化心理服务，帮
助小敏解开心结。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
服务治疗，小敏可以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
绪，她也渐渐敞开了心扉，在遇到挫折和
困难时会积极想办法解决。随着服务的
深入，常常能看到小敏的笑脸，工作人员
感到无比欣慰。

截至目前，银川市民政局累计走访
1030 名未成年人，收集有效调查问卷
1000 余份，发放爱心联络卡 1000 余张。
为 1000余名未成年人建档，建立帮扶策
略，筛查出抑郁情绪且焦虑的未成年人
195人，安排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对 43

名中重度、严重程度情绪问题的未成年人
进行一对一咨询服务，总计完成 300人次
个案心理咨询。项目不只服务于孩子，对
父母、抚养人同时进行同频共振的家庭教
育指导和心理咨询服务，排除孩子成长环
境中的不良因素，增进与孩子的配合度，
重构家庭亲子关系。并增加亲子教育课
程，持续进行个体心理咨询服务，用多类
型的心理关爱服务，在思想、心理、行为等
方面进行积极引导，提高困境未成年人的
心理阈值，提升未成年人的自信心、获得
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银川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负责
人表示，将持续做好困境儿童帮扶工作，
及时跟进困境儿童成长状况，传递爱心正
能量，给予困境儿童温暖关怀，助力祖国
花朵们健康茁壮成长。

9月 23日，家住金凤区良田镇和顺新
村11岁的小林（化名）如愿住进了改造一新
的卧室，装修后的屋子宽敞明亮、整洁温
馨，崭新的书桌、衣柜、高低床一应俱全。
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小林心里无比高
兴，他说这和自己的“梦想小屋”一模一样。

小林是宁夏启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帮扶的困境儿童之一，在长期关爱帮扶
中，社工于淑晶成为小林的“知心大姐
姐”。“一张平坦的书桌、一张舒适的小床、
一间温暖的小屋、一处温馨的港湾……这
对大多数孩子来讲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于
小林而言却是一种期待、一个梦想。”于淑晶
介绍，小林的父母均为重度残疾人，家庭
经济困难，卧室环境较差，一直没有一个
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小林向她多次倾诉
了想拥有一间“梦想小屋”的愿望。

改造一间小屋，打开一扇心门；编织
一个梦想，创造一段人生。社工于淑晶和

张亚伟向宁夏启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反
映了小林的实际情况，联合宁夏昊善社会
工作发展服务中心，链接海南成美慈善基
金会爱助事实孤儿项目，为小林填写了梦
想港湾档案，申报了该项目“爱助梦想”板
块的帮扶。

据了解，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0
年 10月成立，关注教育、医疗、文化、环保
四大领域的社会发展工作，是中国公益领
域最活跃的基金会之一。2014年，该基金
会发起爱助事实孤儿项目，设置“爱助成
长”“阳光亲人”“爱助梦想”“远航基金”
四个板块。其中，“爱助梦想”板块，专门
针对家庭贫困且卧室环境较差的受助儿
童，通过置换家具、装修室内环境等方式，
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为其提供舒适温暖
的居住环境。

在各方努力下，小林被纳入该项目
资助范围，6 月份正式开启小屋改造工

程。“喜欢什么颜色的地砖、墙面、门窗？”
“想要什么样式的家具？”“房间里还有什
么特别的需求？”改造过程中，社工们充分
征询小林的意愿，与孩子、家长、施工师傅
一起商讨制定了具体的改造计划，保证在
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整体施工。社工们还
带着小林及其父亲一同到家具城挑选喜
欢的家具，为重新装修后的卧室布置做准
备，让小林有了满满的参与感、成就感和
幸福感。

改造一间房，对困境儿童来说，仿佛生
活中一道温暖的光。为了将个性化帮扶做
得更加精准有效，于淑晶和张亚伟从小林
的需求出发，认真细致地考虑各种因素，确
保“小屋焕新”有质有效。“过去小林的卧室
没有安装窗帘，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一
定的私密空间，我们专门定制安装了窗
帘。考虑到在外求学的小林哥哥寒暑假回
家，我们建议他选择了一张高低床……”

于淑晶详细介绍。张亚伟则经常到小林
家中，在施工过程中查看用料规格、监督
施工质量、布置房间陈设，确保施工质
量。9月下旬，“梦想小屋”改造结束，共
投入 1万余元，与过去斑驳的墙面、低矮
的桌椅、昏暗的灯光相比，全新的家具，全
新的环境，让小林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我们是从彭阳县移民到和顺新村的，
搬到这里十几年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生活
各方面都很关心。这次又帮助我们为孩子
改造了房间，感谢大家！”摸着新家具，小林
的父亲感激地说。“梦想小屋”在孩子心中
筑起一座“爱的城堡”，希望在大家的共同
呵护下小林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宁夏启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根据
困境儿童需求，进一步拓宽帮扶渠道，通
过学习辅导、生活引导和心理疏导，帮助
小林实现从“小屋焕新”到“生活焕彩”的
成长转变。

“袁哥，两个孩子最近身体情况怎么样？”“多亏了你
们，经常陪她们聊天，孩子性格比以前开朗多了。”

近日，中卫市残疾人居家托养小分队服务人员来到市
区宜居家园小区 B区居民袁和智家中，为他的双胞胎女儿
进行生活保洁、个人护理、康复训练、精神慰藉等居家托养
服务。

今年 56岁的袁和智于 1991年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不幸的是两个孩子均为先天精神、肢体二级残疾人，行动
不便且生活不能自理，平时靠袁和智的妻子照顾。为解决
他们的一些生活所需及家庭卫生清洁等问题，中卫市残疾
人居家托养小分队服务人员每月都会为其进行一次居家
托养服务。

“党的政策真是太好了！我们生活有很多不便，每个
月都有服务人员帮我们清洁卫生，给两个孩子修剪指甲、
按摩，还细心地给我讲解康复知识，并主动为我家更换新
的窗纱，全家人都非常感动。”看着服务人员在家里忙前忙
后，袁和智感激地说。

今年以来，中卫市不断提升残疾人生活保障水平，积
极推进残疾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落实配套资金 90万元，
以政府购买服务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为
全市符合政策且有需求的 600名智力、重度肢体残疾人及
伴有智力、精神或肢体一、二级残疾的多重残疾人提供“菜
单式”居家托养服务，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与关爱。

为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改善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
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生活状况，中卫市残联及第三
方专业机构还根据服务对象实际需求，制定了以居家生
活服务、个人助洁、代办服务、康复护理、陪护服务、精神
慰藉六大类为重点的居家服务种类和内容。根据不同类
别、等级残疾人的照护需求差异，进行精准分类，提供个
性化、差异化居家托养服务。同时，进一步细化服务流
程，规范监督管理，实现标准化、专业化、品质化的残疾人
居家托养服务。

中卫市残联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将立足残疾人实际
状况，认真贯彻落实残疾人居家托养政策，以改善残疾人
民生为中心，强化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理念，健全完善残
疾人居家托养服务体系，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

尽管身有残疾，但胡建平奋发向上，乐于助
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如太阳般温暖着更多
人。胡建平曾在社区当了 9年残疾人专职委员，
他一点一滴虚心学习，从丝毫不了解社区和残疾
人工作的“门外汉”，成为撑起社区残疾人事务，
熟悉社区各种其他惠民事务的“百事通”。说起
辖区居民的基本情况，尤其是残疾人困难户的情
况，他如数家珍。为了做好基础工作，掌握辖区
居民的基本情况变动，胡建平三天两头入户走
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需求。时间久了，
胡建平和居民、商户熟悉起来，大家遇到困难，都
愿意找他帮忙，面对居民的询问，他都耐心细致
解答，深受好评。

“别看胡大哥身体残疾，他比一般人还能
干。新来的残联专干对社区残疾人情况不了
解，工作无处下手时，胡大哥主动带他们入户
调查，摸排情况。只要有人需要，总能在社区
的各个角落看见胡大哥助人为乐的身影。”西
夏区盈北社区党委书记王红霞说。淋过雨的
人，会习惯为别人撑把伞，胡建平用爱心和行
动把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社区经常有七
八十岁的独居老人购物不便的情况，胡建平
主动前去帮助，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采购好一
周的生活物资。经常有居民找胡建平替他们
写低保申请、廉租房申请，有一次，小区居民
王大爷拿着低保申请表来找胡建平，他二话
没说就开始填写，还帮助王大爷联系社区工
作人员，经过一番努力后，王大爷顺利地办理
了低保申请。

命运虽然给胡建平关上了一扇门，但是通过
社会的帮助、家人的鼓励，自身的努力，他又找到
了新的人生坐标。

本报讯（记者 韩瑞利） 10月 7日，记者获悉，西夏区
民政局联合西夏区慈善总会，在宁华路街道宁华园社区举
办慈善帮扶慰问活动，为西夏区各镇街 100户困难群众送
去了价值 3万元的爱心慰问物资，切实把党和政府对困难
群众的牵挂落到民生保障实处。

“现在的政策太好了，自从享受低保后，不仅每个月的
生活费有了着落，逢年过节总是能收到党和政府送来的爱
心慰问物资。”家住宁华路街道的刘碎海逢人便夸赞低保
扩围增效工作给他的生活带来的改变。刘碎海今年 56岁，
丧偶，患有慢性病，今年 5月，通过“低保扩围”增效将其纳
入了保障范围，每月可领取保障金 660元。

今年以来，西夏区把低保扩围增效作为为民办实事工
作的主要抓手，新增低保对象 929人，共发放各类救助补助
资金 3461.6万元，月人均补助 609元，同比增长 9.3%，在全
区率先超额完成低保扩围增效任务目标；在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的同时，针对现有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
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存在困难的特殊家庭，充分发挥慈善
对民生保障的补充作用，让困难群众除了能按时领取各类
补贴资金，还能收到来自社会各界募集的慈善物资。截至
目前，共组织公益慈善慰问活动 7场次，募集慈善物资价值
77万余元，惠及辖区 2730户困难家庭。

读书看报成了胡建平每天的必修课。

今年60岁的胡建平命运可谓坎坷。
1985年，他因车祸致残。这个沉重的打击
让年轻的他痛不欲生，度日如年。家人们
替胡建平着急，想尽各种办法帮助他重振
信心。一次，胡建平的舅舅为他带来了
报纸和杂志，胡建平废寝忘食地翻看着
这些报刊，沉浸在文字带给他的愉悦中。

尽管时隔不久，他又遭遇了离婚的
打击，但有了“精神食粮”的支撑，胡建平
很快就从痛苦中走了出来。“书看得多
了，创作激情也激发出来了。我当时就
趴在土炕上，一篇接一篇地写。”胡建平

回忆，那段时间他完全沉浸在写作中，
置身于作品情节下，感悟笔下每个人物
的发展与感情。无论酷暑还是严寒，他
都坚持创作，没有休息过一天。

1998 年起，胡建平创作的《压岁
钱》《时间颂》《报警》《到芦花赶集》
《老杨的秦腔班》等几十篇散文在《宁
夏日报》副刊版刊发。2001年，他被宁
夏日报社评为全区十佳优秀通讯员。
今年夏季，胡建平在《宁夏日报》客户
端发表了《挥手作别春，转身遇见夏》
一文。9月 14日，他所著的《生命里的

一道光》在《银川晚报》副刊版发表。
多年来，胡建平不间断地给区内各媒
体投稿，他的作品展示了百姓生活最
真实的一面。语言通俗易懂、清新优
美，作品风格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
很受读者喜爱。胡建平的精神世界在
书籍与现实生活的滋养下，日渐充盈。

坐在轮椅上，胡建平用一支笔累
计创作作品 400 余篇，总计 50 万字。
20多年坚持下来，他用实际行动表达
了对自己对生命的尊重，用顽强的精
神力量治愈了身体上的伤痛。

顽强创作 重获新生

因爱助人 重拾快乐

改造“梦想小屋”共护暖心成长
——“爱助梦想”项目帮助困境儿童圆梦

本报记者 陈 敏

为爱同行 用“心”守护
——银川市构建新时代关爱未成年人立体防护体系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西夏区今年发放各类
救助补助资金3461.6万元

中卫市打造残疾人
“居家托养”模式

本报记者 孙振星

一到中午饭点，山东省临朐县城关街道李家庄村的惠
民综合体食堂里饭菜飘香，欢声笑语，30多名老人在家门
口吃上热乎饭。

记者近日来到李家庄村的惠民综合体，当天的午餐有白
菜粉条炖肉、鸡蛋木耳黄瓜片，另外有米有面有粥。“上了岁数
在家做饭总是凑合，如今有了便民食堂，吃饭方便又卫生，很合
我们老年人的口味。”79岁的村民陈志茂脸上洋溢着笑容。

在这个名为“幸福来临”的惠民综合体里，不光有便民食
堂，还有理发店、浴室、托管中心、便民超市等。李家庄村党总支
书记尹兆友说：“老百姓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一揽子便民服务。”

临朐县属沂蒙革命老区。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外出务
工人员增多，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群体比重越来越高，日
常生活多有不便，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群众在日常购物、
医疗、就餐、洗浴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去年以来，当地以村（社区）为单元，盘活闲置、低效建
设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高标准建设“幸福来临”惠民综合
体，为群众提供餐厅、理发室、卫生室、便民超市、公共浴室
等 5项基础服务，有条件的地方配建幸福院、托管中心、金
融服务点、休闲娱乐室等便民服务设施。

综合体要可持续运营，如何在置顶“民生账”的同时，
算好“经济账”？临朐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锡才说，他
们通过集体经济主导、政府财政补贴、社会慈善资金注入
等方式，多方筹措资金，探索出村企合作、村办自营、村建
联营、公益助餐等多种机制。

针对行动不便人员，惠民综合体还提供上门服务。“您好，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近日，五井镇花园河村惠民综合体的值班
人员利用“一键呼叫”系统接听群众电话。原来，村里一位老人
降压药吃完了，子女没在身边，自己又行动不便，于是按通了家
里的呼叫器。工作人员立即联系网格员和卫生室，将药品及时
送到老人家里，医务人员还给老人检查了血压。

五井镇镇长杨维刚说：“我们依托惠民综合体，搭建
‘一键呼叫’智慧管理服务平台，在 60周岁以上老人家中安
装终端设备，群众有诉求‘一键呼叫’，党员、网格员、志愿
者全程跑腿帮办。”

目前，临朐县已建成“幸福来临”惠民综合体 228处，
惠及 6万名儿童、10.14万名 60周岁以上老人及鳏寡孤独群
体。并力争年内实现所有村（社区）全覆盖，依托惠民综合
体构筑城乡“幸福家园”。（新华社济南10月8日电）

惠民综合体提供一揽子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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