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行“7×24小时”
全天候服务，近日群众有哪些诉求，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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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区少锋亮子烧烤噪音扰民，影响居民
正常生活。

回音：吴忠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利通区综合执法局。经核实，执法人员接诉后立即前
往现场，与该店负责人沟通，向其普及法律知识，并要
求整改，降低音量。

西吉县惠安小区暖气不热，要求提升供暖温度。
回音：固原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西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经核实，因更换供暖锅炉
房锅炉设备导致供暖温度低，现更换完毕并已于接诉
第三日恢复正常供暖。

中宁县舟塔乡康滩村有一村民家中空气能
损坏，致使防冻液外漏，请求处理。

回音：中卫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经核实，问题属实。已安
排售后人员上门维修，空气能设备已于接诉后三日内
恢复正常使用。 （本报记者 王 茜 整理）

春节前夕，利通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
工作人员走进利通区扁担沟镇利原村海
大妈家中，一边提醒海大妈冬季采暖注意
事项，一边将崭新的棉服、棉裤和棉鞋递
到她手中。

活动中，利通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民
政等部门，为辖区 13户特殊困难群众发放
了共计 27.4万元的春节临时救助金及 1.5
万元大米、食用油、牛肉和年货购物卡，让
他们安心过年。

2024年，利通区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
党委《关于组织实施特殊困难群众关爱帮
扶工程的意见》，紧扣特殊困难群众关爱帮
扶“十二项行动”，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急难
愁盼问题，全力推动各项关爱帮扶工程措
施落实，用心用情用力对特殊困难群众进
行关爱帮扶。

抓责任落实
统筹指导做到精准施策

自治区党委组织实施特殊困难群众
关爱帮扶工程以来，利通区委常委会会议
第一时间传达文件精神，安排部署特殊困
难群众关爱帮扶工作，对标自治区党委

“十二项行动”相关文件，制定《利通区相
关部门开展特殊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十二

项行动”措施清单》。
利通区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就特

殊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工作多次进行专题
安排部署、专题调研调度，形成横向协
同、纵向联动，相互配合的工作格局。建
立利通区特殊困难群众联席会议、动态
管理、联系包抓、部门会商等 7项机制，由
利通区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先后召开 2次
联席会议，明确“十二项行动”涉及部门
具体职责及任务分工，采取定期调度、入
户走访、不定期督查等方式，指导各乡镇
结合实际，针对摸排出的特困群众，制定
个性化关爱帮扶方案，用足用活用好政
策工具箱。

抓体系建设
摸清底数确保精准发力

2024年，利通区委社会工作部先后召
开 2次线上会议，为各乡镇、单位明晰帮扶
对象范围，解读《特殊困难群众关爱帮扶
工程工作指南（试行）》等文件，确保政策
落实落地落到位。

“我们还建立以乡镇干部、驻村工作
队、村（社区）干部、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等
为主要力量的主动发现队伍，分级分类建
立特殊困难群众档案及信息库，对利通区

8类特殊困难群众进行常态监测，实时掌
握其家庭情况变化，实施动态管理。”利通
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经排
查，利通区共确定特殊困难群众 13户，截
至今年 1月，已申报纳入自治区特殊困难
群众关爱帮扶工程 2批 6户。

此外，利通区委社会工作部坚持 4轮
实地走访，逐一入户了解实际困难，从最
急迫、最复杂、最具代表性的 6户入手，先
行先试开展关爱帮扶工作。在摸清底数
前提下，针对“老、弱、病、残、困”等不同群
体的特点和需求，分类算账、精准发力，

“一对一”落实帮扶政策，做到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应帮尽帮、应扶尽扶。

辖区特殊困难群众马学林一家因
患病医药花费较大，生活质量不高，且
家庭住房破旧。了解情况后，利通区委
社会工作部积极协调东塔寺乡及相关
单位为马学林一家提供清水御景住房
一套，协调医保部门为孩子小涛办理大
病医疗救助金，享受医疗救助，安排
马学林参加以工代赈项目，增加收入。
基本医疗有了保障，住房有了保障，家
庭人均收入有了稳步提升，原本苦不堪
言的家庭享受到党和政府对“小百分
比”人群的关心与照顾。

抓政策落地
多元帮扶实现精准服务

聚焦教育、住房、医疗、兜底保障等方面问
题，利通区按照“一户一策”“一人一策”帮扶原
则，明确帮扶措施37条。利通区财政、民政、残
联、总工会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整合各类政策
资金、救助项目、公益基金、慈善捐助、社会资源
为特殊困难群众提供“物质+资金”帮扶。

利通区还积极动员引导“兰花芬芳”
“教育关爱”“健康卫士”等 6支志愿服务
队创新开展志愿服务项目，每月定期开展

“敲门服务”志愿活动，为特殊困难群众提
供生活帮扶、心理疏导、健康关爱、精神慰
藉、卫生清洁等志愿服务，切实提高特殊
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充分发挥乡镇社
工站优势，积极引入睦邻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瑞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 3个社会服
务项目，用优质社工项目精准链接社会资
源、对接群众需求，为特困群众提供专业
资源聚集、品质提升、社会融入等专业优
质的服务，实现帮扶从有到优。

利通区将持续关注特殊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情况，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压实帮
扶单位责任，并由慈善总会牵头、企业慈
善捐赠、设立专项救助基金，不断拓宽。

托起“稳稳的幸福”守护“暖暖的温情”
——利通区多措并举精耕细作抓实抓细特殊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工作

本报讯记者 邓 蕾

今年 54岁的李陶，是平罗县陶乐镇人，
虽然是一名肢体残疾人，他依然用画笔勾勒
出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这些
画作如同阳光般温暖，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6岁时，一次意外导致李陶摔伤了腰，
造成脊柱侧弯，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没能
得到良好的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陶病
情更加严重，造成肢体二级残疾。身体缺陷
曾让李陶一度被困在“自己是一名残疾人，
这辈子已无望”的桎梏之中。

“即使翅膀折了，心也要飞翔。”初中毕
业后，李陶不想再依靠父母，不愿成为家人
的累赘毅然外出工作。从参加乡镇福利院工
作到跑出租车，李陶一直用自强不息的精神
和坚韧的毅力，追寻自己的生活。

2017年，李陶通过招聘进入宁夏残疾人康
复中心，开始公益性岗位工作。“我从小生长在
农村，对土地情有独钟，春夏秋冬的变化在我的
心里涂上了千变万化的颜色。我一直有一份根
植于心底的冲动，就是用画笔把我对生命更深
层次的领悟挥洒于画纸之上。”李陶说。

在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工作期间，中
心正好开办了油画公益教学班，李陶得知
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开始和老师左文俊
学习油画。“我是不幸的，但也很幸运。”
李陶说，“可以有机会实现我心中一直追寻

的艺术梦想，我很感谢命运的馈赠。”
刚开始学习油画，因为身体原因，不能

久坐，李陶就将画作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创
作，从简单的临摹开始，到风景写实，李陶把
灵魂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命的内涵
彰显于每一幅画中。

农作物饱满的果实、清晨农家院落的
炊烟、傍晚小河丛林中的落日，都成了李陶
笔下的作品。李陶对绘画的热爱，也得到了
妻子的极大支持。妻子在照顾李陶起居的
同时，也鼓励他继续坚持绘画的梦想。

2018年，李陶所作油画作品《雪景》入选
“全国助残日”公益画展。2021年6月，李陶的
油画作品《月亮门》在“残疾人心向党”银川市残
疾人书画摄影作品展中荣获绘画类优秀奖。

“《月亮门》这幅作品是我到镇北堡西部影
城写生创作的。月亮门用土坯在残破的古城
墙上制作出的震撼人心的景象，其简单的拱形
造型凸显了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我想
用我的感悟将它表现出来。”李陶说。李陶笔
下的月亮门，在西北天高云淡下高耸着，让人
感受到一种唯美、孤独和壮丽。

如今，李陶依然继续着自己的绘画梦
想。“作为一名残疾人，今后我还想创作出更
多作品，向更多人传递残疾人对生活的理解
和美好的愿望。”

残疾画家李陶：用色彩描绘美好人生
本报记者 梁 静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韩瑞利） 为更好地解决辖区 7岁至 17
岁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接受学习教育与康复治疗同步
进行，今年以来，兴庆区残联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
的要求，坚持改革创新，优化整合残联、教育等部门资源，
全力推进 7岁至 17岁残疾儿童少年康教融合服务项目，助
力特殊教育普惠发展。

兴庆区残联携手教育局，以残疾人动态更新数据库中
7岁至 17岁残疾儿童少年信息为基础，对兴庆区全域 357
名 7岁至 17岁残疾儿童少年基本情况、受教育状况、康复
服务等需求展开细致摸排调查，建立工作台账，实行动态
管理。通过多维度筛查，残联对 89名 7岁至 17岁残疾儿童
少年的送教上门、缓入学及未上学情况开展逐个实地入
户，采用“入户访视+专业评估”双轨并行的方式，对其感知
觉、认知水平、社会适应等 7个维度进行能力发展测评，并
建立个性化档案。

截至目前，兴庆区已有残疾儿童 7 人至普校随班就
读、1人康复缓入学至今年开学时入普校，12人接受康教
融合、其他需求正在逐步协商解决，如护理垫、纸尿裤等辅
具，实现“一人一档”“一人一案”的精准画像，为推进康教
融合提供坚实的基础数据支撑。

本报讯 2月 19日，记者从中宁县妇女联合会获悉，中
宁县妇联充分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妇女群众的独特优势，精
心组建了 6支充满活力的“姐妹帮帮团”，深入基层，积极
开展各类巾帼志愿服务活动达 24场次。

在大战场镇东盛村，身着“红马甲”的“姐妹帮帮团”格
外引人注目。她们深入东盛村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以
农村妇女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了一场场生动的“微
宣讲”和“田间课堂”。宣讲内容除了党的创新理论，还涵
盖了未成年人保护、女童保护及家庭家教家风等内容，如
同播撒希望的种子般，播撒在妇女群众的心田。

助困爱心公益协会的“姐妹帮帮团”聚焦弱势群体需
求，定期走访孤寡老人、残疾妇女和留守困境儿童，提供帮
助，为老人梳头、剪指甲、打扫卫生，和老人唠家常。开展
老年人团建、残疾人陪护教学等活动。

宁华社区的“姐妹帮帮团”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她们积极调解邻里冲突和婚姻家庭矛盾，推动妇女维
权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融合发展。面对家庭矛盾较为
复杂、初次调解未能成功的情况，“姐妹帮帮团”持续与该家
庭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化解了一
个又一个矛盾，助力宁华社区构建起群防群治的新格局。截
至目前，已累计调解矛盾纠纷 3件涉及 7人次。（刘 媛）

本报讯 2月 19日，记者从银川市民
政局获悉，2025年银川市“暖心民政”10
件实事出炉，涵盖乡村振兴、特殊困难群众、
老年人福祉、民政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

在老年人助餐点提升改造方面，拟改
造提升15家老年人助餐点，完善助餐功能
设施，更新更换厨房设备；困境儿童幸福
养育关爱方面，拟选定 600名特殊困境儿
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个案咨询、危
机干预、社会融入等关爱服务；特殊困难
群众取暖就学救助方面，计划为约 1.1万
户困难群众发放采暖补贴 580万元，对符
合条件的约500名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发放
高等教育阶段就学救助金190万元；特殊困
难老年人服务方面，落实经济困难老年人养
老服务和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护理

“两项补贴”制度，以助浴、助洁、助餐等服务
形式，拟为6000名困难失能老年人提供照
护服务；优化民政服务方面，推广运用宁夏

“救助通”小程序。银川市婚姻登记场所实现
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实现残疾人
两项补贴“全程网办”“跨省通办”。

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方面，拟为市辖
三区农村道路、合作社等处安装 3.5万块
标准二维码门牌。引导社会组织发挥科
技、人才、资源链接优势，募集资金 50万
元。慈善捐赠关爱特殊困难群众方面，全
年拟募集慈善款物 600万元，定向为落实
各类救助政策之外仍然困难的“小百分
比”群众和享受低保、低保边缘家庭战士
父母，以及困境儿童、困难老年人发放慰
问款物。惠民殡葬减项降费优服务方面，
开展整治殡葬腐败乱象专项行动，银川市
19家殡葬服务机构降低收费标准 20%。
进一步抓好惠民殡葬及节地生态安葬奖
补政策的宣传，惠民殡葬及节地生态安葬
政策惠及人数增长 10%。 （蔡睿晓）

本报讯“‘惠邻里’服务中心功能多、服务好、价格均
低于市场价，对于 60岁以上人员还享有不同的优惠价，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站式的便利。”正在就餐的刘阿姨激动
地说。近日，伴随着音乐响起，在大家的期盼中，西夏区西
花园路街道惠民社区“惠邻里”服务中心开业仪式举行，成
为社区周边居民的温暖港湾。

惠民社区毗邻银川老火车站，辖 7个居民小区，辖区
总面积 0.3平方公里，居住人口 3578户 5866人，企事业单
位及商户 365家。辖区及周边铁路职工家属楼群密集，特殊
的地理位置，导致退休老人和外来流动人口成为居住主体。
惠民社区依托 2024年为民服务和发展专项资金协调西花园
路派出所闲置办公楼，嵌入各类社区服务，结合辖区资源打
造警务室、裁缝铺、理发店、健康理疗室、便民超市、红色驿
站、幸福食堂等，形成集助餐、休闲、养老等于一体的综合
性惠民场所，实实在在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惠民社区党委书记文永琼介绍：“‘惠邻里’服务中心
未来将辐射周边 7个社区，服务人群 36213人，其中 60岁以
上老年人 7646人，低保户 193户 265人。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贴心周到的服务，是党建引领社区嵌入式服
务的生动实践。”惠民社区将继续秉持“便民、利民、惠民”
的服务宗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
水平，努力把服务中心打造成为强服务、办实事、暖民心、
聚人气的温馨家园。 （刘 媛）

李陶创作绘画作品。

◀为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增进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升
社区凝聚力，近日，兴庆区祥和社区联
合工会举办手工布艺胸针制作活动，
吸引居民积极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洋
溢着浓厚的艺术气息与温馨氛围。

社 区 居 民 纷 纷 表 示 ，通 过 参 与 活
动，不仅学到了新的手工技能，还结交
了很多社区朋友，感受到了社区大家
庭的温暖。

本报记者 罗 鸣 摄

▶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提升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近日，兴庆区新华街富华社区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柿柿如意 扭棒生
花”创意手工扭扭棒创意活动，邀请 30
余位社区退休人员齐聚一堂，用缤纷
扭扭棒制作出寓意吉祥的手工作品。

此次活动让居民走出家门，进一
步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强
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本报记者 纳紫璇 摄

2025年银川市“暖心民政”
10件实事出炉

家门口的“惠邻里”
便民服务中心开业啦

兴庆区残联创新康教融合
点亮特殊儿童成长路

中宁县“姐妹帮帮团”：
巾帼志愿服务之花绚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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