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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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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卫市政协委员段伟通过宁夏政协数字智能
化平台提交《关于解决G338线K1735-1761段交通拥堵问
题的建议》的社情民意信息，宁夏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将此件转办至承办单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高度重
视，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并反馈办理情况。

中卫市沙坡头区境内国道G338线K1682+200-K1761
（迎水桥至营盘水段）沿途连接定武高速、乌玛高速下河
沿、孟家湾、甘塘和沙坡头4个进出口，是宁夏、甘肃、内蒙古
三省区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工业原材料及产品进出
的一条主要通道。相关数据显示，仅大型货车交通量高

峰时达 11251辆/24小时，交通量大，时常发生交通拥堵，
尤其是 K1735-1761段（甘塘至营盘水段）交通拥堵现象
严重。

“国道 G338线甘塘治超站（位于 K1739+700处）与甘
塘高速收费站距离仅 300米，货运车辆进出高速、经治超
站检测车辆行驶缓慢，导致拥堵。”通过调研，段伟发现甘
塘高速出口每日约有 1440余辆货运车辆进入宁夏、孟家
湾高速出口每日约有 1560余辆货运车辆到甘肃。建议自
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在甘塘治超站增设非超限车辆快速通
行通道，对现有治超站加宽，提高通行效率，减少拥堵情
况，改善宁夏西大门道路交通形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答复中表示，近年来，自治区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中卫分局已通过拆除甘塘超限检
测站大棚、岛头、执法岗亭、新增非现场监测点等措施，解
决了国道 338线甘塘段入宁方向车辆拥堵的问题。因甘
塘超限检测站出宁方向暂未设置非现场监测点，采取通

行固定超限检测站车辆需匀速 5公里/小时、称重检测设
备栏杆机“一车一杆”的模式检测车辆，降低了通行速度，
易发生货运车辆排队缓慢通行的情况。同时，部分货运
车辆驾驶员安全行车和文明驾驶意识不强，遇到车辆排
队通行时采取逆行穿插、抢道通行等方式，容易发生对向
车道堵塞，通行受阻。

为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中卫分局加
强与交警、养护、收费等部门联勤联动，提前研判交通流
量，加大巡查频次，对易拥堵路段采取车载报警器喊话提
醒、固定治超检测点喊话提示等方式，督促车辆快速通
行，并协调交警部门严肃查处国道 338线翠柳沟至甘塘段
驾驶员逆行、违法占道停车等影响道路正常通行的行
为。同时，计划今年在国道 338线（出宁方向）设置非现场
执法点一处，将解决原来查处流程中“一车一杆”检测带
来的车辆通过检测车道速度慢、时间长的问题，提升车辆
检测通行效率。

增设非超限车辆快速通行通道 缓解交通拥堵
——宁夏12345热线转办中卫市政协委员社情民意信息助力提高国道通行效率

本报记者 王 茜

兴庆区光明小区南门口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
回音：银川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兴庆区综合执法局。经核实，兴庆区综合执法局市政
管理办公室立即委派工作人员赴现场勘察，安排施工
队对破损井盖及周边塌陷路面进行维修，已于接诉后
两日内完成维修更换作业。

大武口区民乐小区充电桩冒烟起火，存在安全隐患。
回音：石嘴山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

至大武口区综合执法局。经核实，工作人员已联系消
防部门并通知充电桩负责人赶赴现场，联合排查小区
内充电桩安全隐患，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灵武市枣园湖畔B区南门树木枯死，影响住户采光。
回音：银川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灵武市自然资源局。经核实，灵武市自然资源局城市
园林绿化管护中心第一时间对接管护单位进行现场核
实，并安排车辆机械和工人对该树木进行了清理，现
已满足住户采光需求。（本报记者 韩瑞利 整理）

本报讯 6月 18日至 19日，自治区残联、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举办 2025年全区残疾人职业技
能竞赛，来自全区 6个代表队的 90名残疾人选手参加。

此次竞赛以促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增收为目标，
聚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拓展新业态就业创业两
大主题，设置了手工业类和服务业类 2大类，共包含商
业摄影师、互联网营销师、工艺品雕刻工、保健按摩师
和茶艺师 5 个竞赛项目。其中，“直播带岗”项目为新
媒体运营全新职业赛道，选手们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和出色的营销技巧，推介岗位并实现精准匹配；在葫
芦烙画台前，选手们耐心勾勒每一道线条与色彩，让传
统技艺焕发新生；在保健按摩竞赛中，盲人按摩师们手
法精准、力度适中，充分展示中医推拿的精髓，体现了
深厚的专业功底；在茶艺展示中，选手们以优雅姿态尽

显茶文化底蕴。
竞赛期间还设置了科技助残展区，展示了先进的视

障辅助工具、电驱义肢等智能设备，让大家了解智能科
技帮助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方便生活的具体应用。

自治区残联将通过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和竞赛成果
转化，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优化服务供给，实现

“以赛促训，精技增收”，让更多残疾人凭借精湛技能在
服务社会、创造价值中赢得精彩人生，共绘残疾人事业
蓬勃发展崭新图景。 （李晨雨）

本报讯（记者 柳 昕）“欧奶奶，感觉怎么样？我们来
看看您。”近日，兴庆区丽景街庆春社区网格员白梅像往常
一样，一早就来到 70多岁的独居老人欧奶奶家中，帮她打
扫房间，询问老人的日常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老人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帮助连声道谢。

庆春社区有常住居民 1.2万人，其中老年人 1440人，
占比 11.9%，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达 950余人，像欧奶奶这
样的独居老人，社区内还有 20户。白梅介绍，作为社区网
格员，不仅要关注老人们的生活需求，更要关心他们的心
理健康。很多空巢老人长期独自生活，容易感到孤独和失
落，对此，各社区网格员会定期组织心理疏导活动，让他们
感受到社会的关爱。除了日常探访和生活照料，社区还会
不定期组织各种活动，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

“社区将持续关注老年群体，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及
时了解老人的生活困难和需求，用心用情为老人办实事、
解难题，让独居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安享幸福晚年。”
丽景街庆春社区党委书记赵园园说。

本报讯（记者 邓 蕾） 近日，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凤
仪社区组织的“巾帼雅韵·琴动凤仪”公益古筝课正式开
课，为社区女性送上一份浸润心灵的文化厚礼。

“学古筝一直是藏在心底的愿望，但工作忙一直没有
时间，没想到社区直接把课堂送到了家门口，不仅免费，还
能认识这么多新朋友。现在通过学古筝，找到了全新的
自我。”社区居民梁新满说。课堂上，老师从辨认琴弦、练
习基础指法入手，耐心拆解每个动作。考虑到社区女性
兼顾工作与家庭，时间零散，课程特意采用“碎片化学琴”
模式——课程时长灵活、内容紧凑，既能保证学习进度，又
方便居民交流谈心。

凤仪社区党委书记陶圆表示，社区将持续聚焦女性需
求，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文化活动，用传统文化滋养
女性心灵，让社区成为温暖治愈的精神家园。

本报讯（记者 韩瑞利） 6月 18日，由西夏区妇联主
办、橡民社区妇联承办的“妈妈的家常菜 家书传情共筑同
心”主题活动举办，创新融合“妈妈的家常菜”特色美食文化
与“家书家风一封信”情感载体，邀请辖区居民、志愿者及困
境妇女、“两癌”康复者代表、特扶家庭等困难群体参与。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居民们纷纷亮出拿手好菜。餐桌
上，特色家乡菜、传统家常菜、创意融合菜琳琅满目，更有
多款民族特色非遗美食点缀其间，40余道佳肴热气腾腾，
大家围坐共品美味，在欢声笑语中叙说百家情，让邻里距
离悄然拉近，在共享“妈妈味道”中增进民族情感共鸣，让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浸润社区每个角落。
西夏区妇联将继续指导橡民社区，在传统节日定期举

办“邻里百家宴”，持续鼓励居民带着拿手菜和家传故事参
与，让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成为社区治理与邻里相亲最美
的和声，以家庭“小幸福”汇聚社区“大温暖”，绘就民族团
结、邻里和谐的美好画卷。

本报讯（记者 纳紫璇）近日，71岁的居民王志诚站
在兴庆区太阳都市花园小区 45号楼前，看着新换的电梯
脸上笑开了花。这部“服役”超 20年的“高龄梯”，因设备
老化，频频出状况，给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经过更新
改造后，成了让居民安全出行的“安心梯”。这一幕，正是
兴庆区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的生动缩影。

走进太阳都市花园小区，蓝底白字的“老旧电梯改
造公示牌”格外醒目，电梯型号、改造内容、施工周期、监
督电话等一目了然。太阳都市花园小区老旧电梯改造
工程自 4月初启动，眼下正如火如荼的推进，共有 30部
电梯改造计划，目前 10部已验收投用，6部完成改造等
待验收，其余还在安装中。

“电梯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看着小区里老人推
着婴儿车轻松乘梯，年轻人拎着行李箱快步进出，景太

社区党委书记刘春艳感慨，“当‘高龄梯’变成‘安心梯’，
居民上下楼的脚步轻快了，生活更加舒适了，对社区的
信任也更足了。”

在兴庆区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版图中，春满园小
区的 6部电梯改造也做到了“精准问需”。从 4月 11日
电梯到货筹备，到 4月 17日正式进场，再到目前全部完
工，改造工程从“等问题上门”到“主动问需求”，将施工

“进度表”精准对接居民“心愿单”，为“老旧小区焕新”增
加了更温暖的注脚。

作为兴庆区重点民生项目，兴庆区住宅老旧电梯更
新改造工程覆盖 10 个乡镇街道、20 个住宅小区，瞄准
238部“超龄服役”电梯。截至目前，兴庆区范围内 183
部电梯已完成焕新，随着 6月底工期截止，238部老旧电
梯即将全部“升级完成”。

本报讯（记者 梁 静）日前，利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民生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吴忠新区医院联合为退役军人
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送文化”退役军人主题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退役军人们进行了细致的健康
检查，测量血压、血糖、心率等基础指标，并就常见慢性病
预防、用药安全、健康管理等方面提供了专业建议。在“送
文化”环节，军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志海为参加活
动的退役军人赠送了书籍，丰富老兵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年来，利通区不断探索“医疗崇军”实践，科学统筹
调动区、乡、村三级+社会医疗资源，针对不同群体分类开
展诊疗服务，辖区医院、诊所、药店积极为军人军属、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多项优惠优待服务，不断扩大

“医疗崇军”朋友圈。利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吴忠新
区医院开展“医疗崇军”服务卡发放活动，全覆盖为辖区
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免费上门诊疗、
绿色就诊转诊等服务。联合卫健、民政、残联等部门，发
动社会资源，为辖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及家属提供涉及
上门问诊、在线巡诊、免费体检等多项“医疗崇军”优惠优
先优待服务。

贺兰县富兴街街道光明社区森林海小区的小
沙、小雯（均为化名）姐妹的父亲意外去世，和奶奶
相依为命，生活困难。光明社区网格员张瑞在入户
走访时了解到姐妹俩的情况，被深深触动，当即决
定申请成为姐妹俩的“爱心妈妈”。

此后，张瑞经常带着生活物品和学习用品去
看望姐妹俩和奶奶。陪她们聊天，耐心辅导她们写
作业。张瑞注意到姐妹俩的书柜里放着一本落满
灰尘的《小王子》。张瑞轻轻地翻开书，问她们：

“想听小王子的故事吗？”姐妹俩低着头没说话，但
手指却悄悄摸了摸书页上的枫叶书签。张瑞和姐
妹俩开启了共读时光。为了激发她们的阅读兴趣，
张瑞为她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书籍。读《哈利波特》
时，她们用晾衣杆当魔杖练习咒语，一起在旧沙发
上假装骑着“光轮”……张瑞发现，读书不仅让姐妹
俩变得开朗起来，还让她们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张瑞尝试将数学题变成“闯关游戏”，把数学公
式编成顺口溜，在社区活动室的黑板上画思维导

图，用贴纸标记知识点……在张瑞的引导下，姐妹
俩敞开心扉，脸上也逐渐有了笑容，也变得越来越
自信。在社区举办的一次活动中，姐妹俩主动举手
报名当主持人。站在台上，她们的声音清亮而有
力：“是张瑞阿姨让我们明白，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无
限的力量和潜能……”台下的张瑞听着这句话，眼
眶不禁湿润了。她知道，这两个曾经连问路都不敢
抬头的孩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向阳花”。

“社会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情感的容器。”看
着她们的变化，张瑞打心底里高兴。她知道，每个
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那些看似无法跨越
的沟壑，终将在爱的浇灌下绽放成花。

我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6 月 19 日，银川市
民政局联合灵武市消
防救援大队，在灵武市
中心敬老院开展消防
应急实战演练，并邀请
安全生产领域专家聚
焦“ 重 大 事 故 隐 患 判
定 ”与“ 应 急 预 案 编
制”，结合民政服务机
构特点进行专题培训。

银川市民政局将
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回
头看”，通过专家督导、
交叉检查等方式巩固
培训成效，以高水平安
全保障民政事业高质
量发展。

蔡睿晓 摄

“爱心妈妈”张瑞：用爱为困境姐妹送去阳光
本报记者 梁 静 刘 媛 文/图

张
瑞
给
小
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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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讲
解
作
业
。

兴庆区238部老旧电梯将全部“升级完成”

西夏区举办“妈妈的家常菜
家书传情共筑同心”主题活动

金凤区凤仪社区：

公益古筝课点亮居民文化生活

兴庆区庆春社区：

网格关爱“零距离”走访情暖老人心

利通区开展为退役军人“四送”活动

6 月 19 日，兴庆区丽景街雅苑社区联合工会举办“安
全邻距离 技能竞彩呈”安全大比拼活动，将安全教育从

“课堂”搬到“赛场”，吸引辖区多家企业职工、外卖骑手参
赛，增强了大家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居民及企业营
造更加平安、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单 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