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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代诺 毛玺玺）倾听

民声，回应诉求。1月 12日，记者梳理平

观新闻 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信息发

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平台反映诉求。

街道拥堵，居民建议改成单行道；职工社

保医保中断，自行缴费后如何使用……

群众的这些诉求经平台受理、市热线办

派单督办，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应。

市民反映：三七街拥堵，希望改为

单行道。

该市民说：“记得小时候，三七街两

边都是摆摊卖菜的，后来有石头垒起来

的摊位，现在越改越美丽，可是也越改

越堵。路两边成了停车位，也成了一条

机动车道，从东到西的车，从西到东的

车，堵住了行人，堵住了自行车、电动

车。希望有关部门关注这条街，把路边

的车位整改一下，最好把机动车道改成

单行道，留给居民一条稍微畅通的路。”

新华区城市管理局回复：“收悉市

民反映道路拥堵问题后，已安排城管

执法人员对相关占道经营行为进行清

理整治，因游商游贩、车辆乱停放是一

个动态问题，难以彻底消除，会出现反

复现象。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

执法力度，积极整治乱停乱放、占道经

营行为。”

同时，市交管支队回复：“交管部门

也将根据市民的建议加强对三七街的

管理，并积极与属地政府和道路主管部

门联系沟通，广泛征求意见，对三七街

实行单向交通组织进行论证。”

此外，1月 11日，市交管支队工作人

员还将回复情况向反映人进行了反馈，

反映人表示理解。

市民咨询：职工社保医保中断了，

自费缴纳居民医保能不能使用？

市医疗保障局回复：职工医保如果

发生中断，需要去医保办事大厅进行停

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可正常使用。

市民建言献策：湛河北路凌云路至

健民路段已通车多年，年久失修，路面

破损较重，粘的黑胶较多，道路标线模

糊不清，建议相关部门对此段道路重新

整修。

市城市管理局回复：“经我局工作

人员实地勘察，该市民建议合理。结合

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我单位正积极

参与全市各项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湛

河北路路面标线的重新施划工作，我单

位正与交管部门沟通协调，将尽快集中

分批施划到位。”

天气越来越冷，供暖方面的诉求也

随之增多。

西湖印象、幸福花苑、桃花源等小

区居民反映家中暖气不热，“一个月没

有一天超过 18℃，截图为证，现在是中

午一点半，温度还不到 17℃”“这几天室

内温度在 16℃至 17℃之间”“家里暖气

温度从来没有高于 16℃”。

对于市民的反映，平顶山热力集团

有限公司一一进行了回应，安排工作人

员上门服务，帮助用户调整室内温度，

并提供了小区站长联系方式，及时提供

服务。

1 月 12 日，记者对诉求人进行回

访。幸福花苑小区、西湖印象小区诉求

人说：“热力公司工作人员上门疏通暖

气管道后，温度上升了。”“家中温度可

以了。”因桃花源小区诉求人未预留联

系方式，故无法进行回访。

倾听民声 回应诉求

这些问题回复了

本报讯 （记 者 王 代 诺 毛 玺 玺）

“工资已经拿到了，3900 元，一分没

少！谢谢你们这么快就帮我要回了工

资，这下就能回家过个高兴年了。”1月

10 日，全先生拨打舞钢市 12345 政务

服务热线，特意表示感谢。

日前，全先生拨打舞钢市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反映其在该市枣林镇

马庄村一家制门厂务工，遭遇了拖欠

工资问题。临近年末，全先生想拿着

工资回家过年，但与该厂负责人沟通

多次无果。无奈，他拨打 12345 政务

服务热线求助。

接到求助后，舞钢市热线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将问题形成工单，转办至

该市人社部门，并督促尽快核实解

决。接到工单后，舞钢市劳动监察大

队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制门厂负责人核

实情况。经过协调，3天后，制门厂将

全先生的工资全部结清。

“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

务工人员度过一个幸福、祥和的春

节，我们将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使命

担当，更加高效处置务工人员相关问

题，切实发挥好 12345‘暖心桥’作用，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舞钢市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负责

人穆春喜说。

工资被拖欠
热线来帮忙

市 12345 民呼必应各平台

来电诉求简报

1月 12日，市政府热线办主任王

群星介绍说，上周（1月 2日至 8日）

民呼必应工作各平台共受理群众诉

求 9598起，其中咨询类 6938件、投

诉类 1614件、求助类869件、举报类

92件、建议类59件、表扬感谢19件、

其他7件，登记交办1158件。

群众诉求排在前五位的分别

为：公共服务类 516 件、劳动和社

会保障类 487 件、政务服务类 472

件、城市管理类 481 件、卫生健康

类 168件。

在公共服务类诉求中，反映较

多的是供气（暖）、供水、网络与通

信等问题，与上周相比供气（暖）类

诉求有小幅下降，暖气不热、未开

通暖气、热力维修等诉求仍备受关

注。在劳动和社会保障类诉求中，

反映较多的是工资、社会保险等问

题，与上周相比数据有所上升。在

政务服务类诉求中，反映较多的是

网上办事、行政效能等问题，与上

周相比数据有所上升，其中网上办

事类诉求主要以咨询类为主，占比

74.8%；行政效能类诉求以举报、投

诉类为主，占比 71.2%。在城市管

理类诉求中，反映较多的是住房、

市政、市容环卫等问题，与上周相

比数据有大幅上升。经统计，住房

类问题反映较多，其中小区物业、

居住环境类问题占比 35.3%，涉及

延期交房、不动产权证问题占比

14.6%。在卫生健康类诉求中，反

映较多的是疫情防控类诉求，与上

周相比数据有所下降。经统计，疫

情防控类诉求已连续 3 周呈下降

趋势，寻医问药问题较受关注。

此外，上周劳动和社会保障类

诉求中拖欠工资问题较为突出。

经统计，此类诉求已连续 4周呈上

升趋势，本周共受理 328起群众诉

求 ，登 记 交 办 130 起 ，环 比 增 长

48.42%。

（本报记者 毛玺玺 王代诺 整理）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王代诺）1月

6 日，市民通过市 12345 民呼必应平台

反映，因其未缴纳物业费，物业工作人

员对其家中进行了停水处理。

接到市 12345 民呼必应中心的交

办诉求件后，新华区民呼必应中心工

作人员立刻指派诉求件所属辖区西市

场街道核实处理。“临近春节，涉及居

民用水用电等日常生活需求的问题要

及时处理到位。接到指令后，我们立

即要求三七街社区工作人员赶赴该小

区进行核实。”西市场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占杰说。

经社区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发现，

该诉求人家中停水原因为长期未缴纳

水费，并非是因未缴纳物业费导致停

水。

随后，三七街社区党委书记宋小

丽与物业方共同与诉求人对接联系，

告知诉求人停水原因，协助诉求人补

缴水费。目前，诉求人家已恢复正常

用水。

“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电费、水费

等相关余额，及时缴纳相关费用，避免

因逾期欠款对生活造成不便。”新华区

政府办副主任朱彦辉说，临近年关，该

区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市民诉求，让

大家过一个舒心、祥和的春节。

临近年关家中停水
“民呼必应”协调解决

本报讯 （记 者 毛 玺 玺 王 代

诺）1月 9日，家住石龙区的李女士

因为职工医保转为居民医保的事

发起了愁，试着拨打了 12345 政务

服务热线。

接到交办单后，石龙区民呼必

应热线办理中心立即将问题交办

至该区行政服务中心。该区行政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与李女士取得

联系，告知其办理手续需要的材

料，并于 1月 10日上午为李女士办

理了居民参保登记。

高效率的背后是制度机制的

保障。石龙区始终坚持把民呼必

应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以

解决群众诉求为根本，以高效率、

高标准、高质量为目标，加强民呼

必应热线体系建设，推动热线工作

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

该区建立健全热点、难点、重

点案件督查办理机制，对一些社会

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

难点案件，配合区督查局实行案件

跟踪办理；建立健全民呼必应快速

响应机制，加强各办事处、各部门

之间的沟通协作，化解部门之间职

能交叉、推诿扯皮等问题；建立健

全严格的督查考评机制，将民呼必

应热线工作纳入年度考核目标责

任体系，对各办事处、各部门民呼

必应热线办理工作进行督查问效，

每月一通报，每季度一总结，切实

提高各办事处、各部门的工作积极

性和案件办理质量，推动群众合理

诉求和热点、难点、重点案件的解

决办理。

高效率 高标准 高质量

石龙区加强热线体系建设

弃商做公益无怨无悔

2017年，赵子鸣经常和朋友一起参

加我市的公益活动，走访困境儿童，看

望孤寡老人。“那时候我和爱人做建材

生意，能参加的志愿服务有限。”对于做

了十余年生意的赵子鸣来说，公益这个

词他早有耳闻，却一直因空闲时间有限

不能全情投入。

在参加公益活动中，赵子鸣看到了

没有人关怀的孩子、没有人照顾的孤寡

老人，他们眼里充满了期待和无助。“我

要帮他们。”这个念头无数次徘徊在赵

子鸣的脑海中。2017年秋，他放弃了原

本稳定的生意，决定去郑州向做公益的

朋友学习如何做公益。近 3年的学习，

让他更加坚定在公益路上一往无前。

妻子胡丹丹为了支持他，在家全身

心照顾孩子，做他的坚强后盾。“没有人

理解他，亲戚朋友都说他是神经病，放

着安稳的日子不过，非要做没有啥收入

的公益。”胡丹丹表示，前几年，大家对

公益不了解，她虽有怨言，但拗不过赵

子鸣，只能默默给予支持。

2019年中旬，积累了一定经验的赵

子鸣回到平顶山，注册了市鸣慧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该中心成为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在河南地区的执行机构。胡

丹丹义无反顾地成为该中心的第一名

志愿者，全力配合赵子鸣的日常工作。

市鸣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致力于帮

扶困境学子、老人和儿童，还会协助民政

部门做一些工作。为了掌握我市需要帮

助的大病群体的信息，赵子鸣和胡丹丹

白天去各大医院了解患者信息，进行走

访核实，晚上加班整理资料，提交给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为患者争取救助时间。

一年下来，赵子鸣自掏腰包十几万

元。“做公益的人，大多是靠经商来支持

公益事业，我想全身心投入进来，所以

只专注了公益这件事。”赵子鸣说，根据

国家相关规定，爱心组织可以从募集到

的善款中拿出 3%至 5%作为办公经费，

但当时参与公益活动的爱心企业并不

多，他看到困难群体，总是自掏腰包提

供帮助，“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尽量做

好，不留遗憾”。

扶弱济困无私奉献

善良、奉献、无畏，受助人经常用这

些词评价赵子鸣。“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句话形容

他太贴切了。”余幸福是赵子鸣帮助的第

一个患者，时隔4年，余幸福的妹妹余秋

雨再次提起赵子鸣，依然心存感激。

2019 年下旬，鲁山县土门办事处

村民余秋雨焦急地拨通了赵子鸣的电

话：“赵主任，打扰您了，我哥哥余幸福

突发脑溢血，家里已经花了几十万元，

您能帮帮我们吗？”余幸福是当地的一

名教师，妻子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两个

孩子。

了解情况后，赵子鸣驱车前往土门

办事处走访核实。在蜿蜒的盘山公路

上前行两个多小时，他才到达目的地。

看到余幸福家里确实困难，他连夜赶写

材料，提交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并

通过腾讯公益网发起募捐。“对于这样

的家庭，一毛钱都可能是救命钱，我没

有要办公经费。”赵子鸣将近两万元的

捐款交给余秋雨，让她给余幸福看病。

在回访中，赵子鸣看到余幸福病情稳

定，才放下心。去年，赵子鸣又为余幸

福的女儿提供了免费上学的机会。

洛阳慈善职业技术学校是国家支

持的民办慈善学校。在这里，困境学子

可以享受 3年中专和 2年大专的免费学

习，生活费也由爱心企业提供，毕业后，

学校还会为他们推荐工作。赵子鸣每

年都会根据民政系统的统计和上报情

况，将我市 15 岁至 18 岁家庭困难且有

强烈上学愿望的青少年送往该校学习。

家住郏县长桥镇渔陈村的孙玉溪

（化名）今年 16岁，学习成绩优异，其父

亲靠务农维持生计，其母亲患有精神疾

病。2022 年秋，为不给家人增添负担，

孙玉溪放弃学业，回家照顾父母。2022

年底，赵子鸣在协助郏县民政局排查困

境家庭时，了解到孙玉溪的情况，便想

为其提供上学机会，“知识可以改变命

运，她还那么小就辍学，我看着心疼”。

经过赵子鸣的协调，今年春天，孙玉溪

就可以重返校园，去洛阳慈善职业技术

学校学习。

让弱势群体真正受益，就是好公

益。6 年来，赵子鸣募集了 400 余万元

善款，尽力帮助弱势群体。

防疫防汛冲锋在前

公益路越走越宽，市鸣慧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也由最初的赵子鸣和

胡丹丹夫妻两人发展到现在的20余人，

他们分布在市区和周边县区，随时待命。

作为该中心的发起人，赵子鸣冲

锋在前，带领团队志愿者主动奔走在疫

情防控一线。无论是卡点值守，还是物

资配送，他都第一个冲上前，承担重任。

救援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

2021 年 7 月，暴雨突降我省，赵子鸣多

次参与救灾工作，并为郑州市、我市叶

县和鲁山县筹集 3 万余元物资，“我是

一 名 志 愿 者 ，关 键 时 刻 必 须 挺 身 而

出”。不分昼夜的救援工作让赵子鸣疲

惫不堪。胡丹丹说：“我看着他都感觉

累，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精力，每

天都坚持去一线。”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赵子鸣曾被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评为最美志愿者，洛

阳慈善职业技术学校为他颁发了突出贡

献奖。他带领的市鸣慧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曾获得河南慈善奖和脱贫攻坚奖。

为了让公益之花持续绽放，2022年

初，赵子鸣在鲁山县和郏县成立了 4家

社工站。“既然选择了公益路，便只顾风

雨兼程。”赵子鸣说。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文/图）

赵子鸣：心向公益 行不止步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想尽自己的微薄之

力，帮助更多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赵子鸣

赵子鸣是市鸣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发起人，今年 45 岁。6 年

来，他致力于各项公益事业，帮助我市乃至我省 300 余名大病患者

走出看病难困境，帮扶困境老人万余人次，圆了我市 40 余名困境学

子的求学梦，用行动诠释善与爱。

本报讯 （记者杨岸萌）1 月 12

日，平顶山日报社机关四支部联合

市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行

“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送

温暖活动，给鲁山县辛集乡肖老庄

村的 30名困境儿童送去壹基金温

暖包。

壹基金温暖包计划是为了协

助困境儿童温暖过冬而设立的公

益项目，由深圳壹基金发起，市有

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该计划河

南地区协调机构。自 2019 年启动

壹基金温暖包计划以来，市有家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每年冬天都要

联合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大学生

志愿者等为我省的孤残儿童送去

壹基金温暖包。

自 2021 年 8 月起，平顶山日

报社开始对口帮扶肖老庄村。在

单位全力支持下，驻村工作队积

极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疫情

防控、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组织

爱心捐赠，为乡村振兴作出应有

贡献。

为了让肖老庄村的困境儿童

温 暖 过 冬 ，经 市 慈 善 总 会 协 调 ，

平顶山日报社机关四支部联合市

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行了此

次活动。当天，在辛集乡第十五

小学赵庄学点，30 个装有棉衣、

棉鞋、帽子、围巾、护手霜、书包、

玩 偶 、美 术 套 装 等 生 活 、学 习 用

品的温暖包被送到 30 名困境儿

童手中。

“大小合适，还很暖和，小熊

也很可爱，谢谢叔叔阿姨！”穿上

新鞋、抱着小熊玩偶的六年级学

生圆圆（化名）笑着说。圆圆的父

亲去世，母亲再婚，她和爷爷奶奶

相依为命。

平顶山日报社机关四支部党

员代表们帮孩子穿上棉衣、拉好拉

链。党员彭国华说：“春节快到了，

希望这些御寒物品能让孩子们温

暖过冬、开心过年，也希望他们能

好好学习、早日成才。”

30个温暖包送给困境儿童

本报讯 （记者王亚楠）“谢谢

好心人的帮助，让我们一家在这个

冬天备感温暖。”近日，在平顶山日

报社大门口，李长丽（化名）激动地

从记者手中接过市民王女士捐赠

的书包和羽绒服。

李长丽 6年前离异，带着 14岁

的女儿妤婷（化名）租住在市区一

间约 10 平方米的房子里。妤婷现

在上初三，其父亲仅在她上初二时

每月给过 300元生活补贴。

2020 年 12 月，李长丽被查出

患有乳腺癌，做了手术，目前还在

服药治疗中，不能干重活。2021

年，社区了解情况后为李长丽办了

低保，她偶尔会去张学满理发店帮

忙，补贴一点家用。李长丽表示，

天气冷了，妤婷需要一件羽绒服御

寒，还需要一个新书包。

本报上月 14日报道此事后，引

起爱心市民的关注。当天上午，市

民徐振升就联系到记者，希望向李

长丽母女提供帮助。之后，市民王

女士也联系到记者，想帮妤婷完成

心愿。上月25日中午，徐振升从市

区矿工路中段打车前往张学满理发

店，为李长丽一家捐款300元，并为

其送去米、油、春联、棉马甲和钢

笔。王女士为妤婷买了书包和羽绒

服，并委托记者转交给她。

涓涓爱心涌向困难母女

1 月 10 日 ，在 市

鸣 慧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中心办公室，赵子鸣

在翻看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