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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真让你们操心了。”5月 18
日上午，建设路街道和天使社区工作人员来
到14岁的赵梓伊家中，为她送去了低保银行
卡、食用油、大米等，赵梓伊的爷爷赵保林握
住工作人员的手不停地感谢：“街道和社区
经常送温暖，俺心里可感动。”

八旬老人赵保林说，他老伴儿今年80
多岁了，儿子、儿媳近年来先后过世，孙女跟
着他们老两口相依为命，家庭生活困难。建
设路街道、天使社区了解情况后，为他们申
请了低保，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今年春
节，街道还送来了一笔2000元的临时救助
金和大米、面、食用油、鸡蛋、粉条等生活用

品。
“低保只是救急钱，不是终身制。”建设

路街道工作人员说，人均月收入低于385元
的困难家庭、重大疾病家庭、孤寡老人和重
残一级二级者均可到社区申请低保，家庭条
件特殊的赵梓伊就是今年新增的低保对象。

现在，赵梓伊的家庭情况等信息已被录
入建设路街道帮扶信息库。去年初，建设路
街道探索了具有基层特色的困难群体帮扶
新模式，建立了困难群众帮扶信息库，将帮
扶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各社区党支部和生活
小区，并建立机关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社区
党支部定点帮扶、节日慰问帮扶、邻里互助

帮扶等四项工作制度，从困难群众的思想、
生活、生产、就业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帮扶。

“街道对每一名困难居民的基本情况都
非常清楚。”建设路街道负责民政工作的李汉
华说，已收录街道困难群众个人信息近300
条，基本建立了辖区困难群众帮扶信息库，以
扶智、扶物、扶力等形式进行分类帮扶。

据李汉华介绍，去年以来，街道采取多
种形式组织失业党员、困难群众开展就业技
能培训，提供计算机应用、家电维修、美容美
发、裁剪缝纫等技能培训，帮助近百名困难
弱势群体实现了就业。街道还通过帮助申
办小额贷款、组织创业培训等形式，对困难

弱势群体实施一帮一或二帮一的帮扶新模
式。迄今，该街道共帮助100多名创业人员
申办了小额担保贷款，扶持资金 800 余万
元。

李汉华说，建设路街道根据困难群众帮
扶信息库资料，深化重度残疾人居家托养服
务，为辖区26名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发放
由市、区两级财政提供的居家托养补贴100
元。为了给残疾人提供最全面、最贴心的服
务，在区残联的帮助下，各社区专门配备了
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并设立了残疾人阅
览室、残疾人法律援助室、残疾人志愿服务
工作站等。

建设路街道：建立帮扶信息库，情暖困难居民

【核心提示】

建设路街道位于卫东区西
部，辖区面积约3.8平方千米，
辖黄楝树、诸葛庙、天使、神马、
新优 5 个社区和湛华生活小
区，总人口4.45万人。近年来，
街道围绕深入推进社区建设，
惠民服务显著增强。神马社区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丰富了群
众的精神生活。黄楝树社区依
托“彭振天学雷锋小组”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让居民从生活点滴中感受到了
温暖。此外，街道还建立了困
难群众帮扶信息库，探索出了
独具特色的帮扶新模式。

卫东区建设路街道风采展示——

文体活动接地气 贫困帮扶暖人心

□本报记者 王民峰

走进神马社区，经常可以欣赏到欢快的
歌曲，听见开心的笑声，居民们每天都在享受
着文体活动带来的丰富生活。据悉，神马社区
内有功能齐全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室、足球
场、篮球场、门球场、游泳场等活动场地。

5月20日上午，记者在神马社区高层生
活区内的广场上看到，踏着动感的音乐，社
区舞蹈队成员跳动着欢快、时尚的舞步。之
后，他们又为大家表演了刚柔并济的太极
扇。“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锻炼了身体，生活

有滋有味。”舞蹈队队长宋伟香说，社区舞蹈
队共有30余人，他们曾多次组织文艺活动
为社区增添文艺气息，“看到大家开开心心
的，我自己也感到很满足和快乐。”

这边的舞蹈演出刚谢幕，一旁的小亭子
里就有人开始表演京剧《沙家浜》，他们的倾
情演出赢得了居民的阵阵掌声。“这都是咱
社区的戏曲爱好者。”神马社区有关负责人
杨悦说，类似的演出经常在社区上演，“戏曲
表演既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又增进了邻

里之间的感情，受到了居民的喜爱。”
猜灯谜是神马社区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活

动。今年3月5日，神马社区在6个家属院举
办了“闹元宵猜灯谜”活动，猜灯谜的不但有老
人，还有八九岁的小孩。猜对谜底者，社区工
作人员当场奖励了削皮刀、鞋刷等小礼品。

杨悦说，除了文艺活动外，社区还建有图
书阅览室，藏书2400余册，包括历史、健康、
幼儿教育、饮食、科普、文学、法律、生活等类
别。为方便居民阅读，提高社区居民文化素

质，该社区还成立了图书管理小组，指定专人
管理图书，对借阅图书者进行登记，让图书室
真正成为居民家门口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文化是提升小区文明程度的标志，倡
导、组织更多更丰富的文化活动是我们的职
责。”杨悦说，每年，神马社区都会举办不同
形式的文化活动。今年是神马社区优质服
务惠民年，社区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制定
了文体活动方案和实施细则，以丰富广大居
民业余文化生活。

神马社区：文体活动接地气

“大妈，你血压有点儿偏高，要多注意饮
食。”5月18日上午，在黄楝树社区楝香街36
号院，在社区居民彭振天的带领下，社区卫
生服务站护士商莎莎、张露莹给社区居民史
先生的母亲量过血压后交代她，“要少吃盐，
多吃素食。”

史先生说，上个月，76岁的母亲突发脑
梗在医院住了十几天，落下半身不遂后遗
症，一直在家卧床休养，“母亲的左腿、左胳
膊根本不听使唤”。社区志愿者上门免费给
她量血压令她很感动。

在楝香街36号院内，另一名社区志愿
者徐银强正在为七旬老人尹全书免费理

发。尹全书说，他三四年前因病半身不遂，
行动不便，理发成了“大问题”，有时儿子给
他理发，有时儿子推着他去理发店。现在社
区志愿者上门给他理发，他打心眼儿里感
激。

商莎莎、张露莹和徐银强均是“彭振天
学雷锋小组”的志愿者。“我在网上看到彭振
天的事迹，很感动，我也想学学他。”20岁的
徐银强说，他是楝香街一家理发店的员工，
加入“彭振天学雷锋小组”有两年时间了，他
觉得志愿者活动很有意义，并曾多次参与，

“我相信爱心会‘传染’，我帮助了他人，他人
也会‘传染’这种爱心。”

彭振天是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的
一名职工，今年 53岁。30多年来，他把多
做好事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融入日常生
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彭振天学雷锋小组”
是由彭振天本人发起并成立，由雷锋生前
战友乔安山建议命名的。如今，志愿者队
伍已达到 600 余名。每当有人需要帮助
时，他都会组织志愿者到社区开展志愿者上
门服务。

多年来，彭振天一直用“我用我心济穷
困，我愿终生学雷锋”这句格言来激励自
己。“奉献是福，吃亏是福，舍得是福。”彭振
天说，学雷锋要从小事做起，小组里现在有

各行各业的人才，包括医生、法律人士、电器
维修人员等，经常定期为居民服务，“我感到
最大的安慰是家人和单位领导的理解和支
持，他们是我前进的动力。”

“爱护家园就应该从我做起，从生活的
点滴做起，志愿服务活动是社区一道亮丽的
风景。”黄楝树社区党总支书记陈军说，近年
来，社区依托“彭振天学雷锋小组”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目前，黄楝树社
区注册登记各类志愿者500余人，定期为辖
区居民开展科技宣传、卫生保健、治安巡逻、
家政服务、文化生活、电器维修、帮扶助残等
各式各样的无偿服务。

黄楝树社区：志愿者活动丰富多彩

◀神马社区的戏曲爱好者在
排练京剧。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