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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农村片医团队活跃乡间

金水区6万农民有了“家庭医生”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冯景义

王王君洁） 在金水区刘庄社区卫生服务站，片
医郭玉霞正在上网浏览全庄所有村民的“健
康档案”。郭医生对每一份档案，都如数家
珍：“根据这些档案，我们为村民‘量身定做’
治疗方案或康复计划。”

金水区自今年 3 月份率先启动“农村片
医负责制”以来，已有像郭玉霞这样的 75个
农村片医、30个农村片医团队活跃在金色田
野。这种类似于“家庭医生”的“全程、跟踪、
上门”医疗服务已快速覆盖了金水所有农村
家庭。61686份农民的家庭健康档案有专人
管理，其中的 2074 名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

病等慢性病患者，可以享受定期上门随访服
务；需要建立家庭病床、联系住院和预约出诊
者，亦有专人负责。

农村片医负责制的试水，源于金水区对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探索。该区今
年提出打造中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幸福城区，
而“幸福金水”指标体系中打造“15分钟健康
服务圈”的难点在农村。如何以减少农民患
者医疗费用为目的，使农民的就医途径多样
化、合理化？怎样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到大医院的医疗服务？“农村片医负责制”浮
出水面。

在金水，每个农村片医服务区都设立了

片医公示牌，公示牌上面清晰地写着片医的
名字、24小时开机的电话、监督电话和医疗
机构的详细地址；每个家庭都发放了片医联
系卡。农村片医通过提供上门服务，为村民
建立动态的“健康档案”，从而“量身定
做”出合适的治疗方案或康复计划。对一些
慢性病患者，建立“慢性病管理日志”并定
期上门随访。该区还通过选聘百名本科、大
中专毕业生，邀请国内或省内知名学术专家
讲课，组织到省人民医院等大型医院培训等
方式，提高农村片医专业技术水平。该区投
资20万元创办了《社区卫生服务报》，每月
出版两期，向辖区的广大农民免费发放。这

些惠民措施，最大化帮助了村民在身体出现
状况时得到救治和指导，逐步呈现“小病在
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 的良好
格局，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小病扛、大病熬”
和“因病致贫”现象。

记者见到庙李镇陈砦村农民孙世忠时，
他正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接受康复治疗，他患
有肺气肿、心绞痛、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
病。“去年住院我花去12万多，光新农合就报
销了 6万，大病救助金又报了 1万 6。现在出
院回家了，我天天到卫生服务站理疗，吃药、
挂针，都有片医负责，真是不出村就能看好病
啦！”

社区和事老 为民解疙瘩
本报记者 安群英 聂春洁 郑磊 栾月琳 通讯员 吴朝轻 文/图

用民调构筑“平安篱笆”
在西大街办事处平等街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始终

发挥着“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平等街社区共有
20个居民楼院，各个楼院都建立了人民调解小组，106
个楼院长和楼栋长，分别担任社区义务人民调解员，8个
有物业服务的楼院，设立了8个物业人民调解小组。

平等街社区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民调员定
期深入居民群众中了解社情民意。今年 53岁的薛凤
玲在平等街社区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已经有10年了，直
到现在，她依然坚持每天走访居民，掌握第一手信息。
对此，薛凤玲的解释是：“社区突发矛盾比较少，很多矛
盾都是日积月累起来的，早一天发现，解决起来难度就
小一些。”

此外，社区还组织“党员家门口服务队”和“居民义
务巡逻队”，每天走街串巷及时发现矛盾和纠纷。对已
经处理过的矛盾和纠纷建立回访制度，防止矛盾和纠纷
发生反弹，基本形成了矛盾排查、纠纷调解、事件处理的
社区机制，及时有效地消除社区里的一切不稳定因素。

及时调解、化解矛盾，改善邻里、家庭关系，是打造和谐社区的重要内容。为了快速介入、及时
制止并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社区民调员应运而生。从基本素质来讲，民调员通常都具备一定法
律知识和协调能力，从社会角色来讲，他们又是居民们熟悉的和事老、中间人。他们走街串巷、专为
居民解决烦心事，让不少因家庭琐事、邻里纠纷吵闹不休的居民重归于好。

做好调解员 先学会倾听
在建中街办事处康复社区，47岁的李中华已经

当了4年民调员，她在这一行资格不算最老，成绩却
有目共睹。

在李中华看来，一个好的民调员，是否有“官威”
并不重要，学会倾听才是理顺矛盾的法宝。李中华
说：“我们民调员，一般面对的都是家庭矛盾、邻里纠
纷，说起来都是小事，但是在气头上，谁也不让谁，小
事就可能激化成大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李中华通
常会分别和矛盾双方见面，坐下来细谈。“我的任务
就是倾听，诉说本身就是一种情绪调节，等我搞明白
他们的心结所在，他们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李中
华说，剩下的就是要腿勤，来回多跑几趟，由于沟通
误解产生的“疙瘩”自然就解开了。

除了在社区当民调员，李中华还是二七法院的
陪审员，还自学不少法律知识。李中华告诉记者，在
处理社区纠纷时，法律条文并不是万能的，“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家庭纠纷，
根源就在于亲情这根线有裂缝了，诉诸法律只会让
事情更糟。”遇到这种情况，李中华就会两面跑，听听
老人的唠叨，再给子女们讲亲情、讲传统道德，慢慢
开解，直至矛盾消失。

民情与法律的连心桥
“凤姐，最近你这颗‘救心丸’又帮哪家化解了心

结？”在永安社区走访，居民们这样“调侃”民调员孙雪
凤，社区书记张菊花揭晓了谜底：在居民眼中，孙雪凤
既是化解邻里矛盾的“速效救心丸”，又是衔接社情民
意与法律的“连心桥”。

不久前，永安街 35号院的石大娘来社区求助：自
己身体不好，儿子逼着非要把两套房产过户到他名下，
稍加辩解就招来儿子大吵大骂，并多次到两个女儿家
滋事。得知情况后，孙雪凤十几次召集石大娘及其子
女悉心调解，以法律为依据说明每一个子女都有继承
权。通过耐心调解，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正是凭着天生有一副热心肠，孙雪凤成为永安社
区的民调员，这一干就是 10年。”张菊花介绍说，每天
穿梭在辖区各楼院中，邻居吵架了、谁家的孩子与家长
闹矛盾了、水管坏了、生活垃圾乱倒了、下水道堵塞了
……她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与孙雪凤接触，记者明显感觉到一股朝气，亲身感
受孙雪凤工作全过程，会发现性格开朗、擅长交谈的她
在专注的眼神下时常泛起微笑。这种专注是耐心悉听
当事人意见的过程，这种心贴心的调解，是一名调解员
赢得当事人信任的最佳方法。

化解各种矛盾的减压阀
“家庭纠纷错综复杂，社区调解工作就像一个

减压阀，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方面不可替代。”谈
起社区调解工作，铁英社区书记虎峻峰感慨颇多。

提起幸福路小区，这里的居民却“不幸福”。原
来，由于原物业公司不堪巨额亏损悄悄撤走，致使
该楼院自来水费半年无人管理，自来水公司依法停
了居民供水，几十户居民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

社区民调员李平珍连续几天走家串户，摸清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她多次找到原物业公司协
商，让原物业公司把拖欠的水费和滞纳金交齐，楼
院居民就此告别“提水时代”。未雨绸缪，李平珍又
召开小区居民开会，推行居民自治，由居民轮流查
水表、收水费；她又与自来水公司协调，争取尽快对
楼院进行一户一表改造，使该楼的自来水收费难题
彻底解决。

“多亏社区调解，这才使很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确保社区稳定和谐。”铁英社区书记虎峻峰如是说。

二七区科技局

邀请专家评审科技项目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昨日，

二七区科技局召开了2011年科技
计划项目专家评审会，邀请到了
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晓玲教
授，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谷建全
研究员以及河南农业大学园林专
业杨秋生等15位技术权威对辖区
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

据介绍，今年二七区公开征

集了110个科技项目，经过前期实
地调研、察看、筛选等环节，共有
94个项目进入评审阶段。此次评
审，专家组分三组分别对 31个工
业、28 个农业、35 个社发进行评
审。二七区科技局将根据专家意
见，对评审出的具有市场前景、科
技含量高、社会回报率高的优秀
项目给予支持和培育。

长兴路办事处

查漏补缺迎创文考评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

员 郑永青）创文工作即将进入最
后考评阶段，惠济区长兴路街道
近日根据创文标准要求，进行自
查自纠，为顺利迎接创文考评打
下基础。

办事处增加了创文宣传车巡
回宣传次数，发放12000多份创文
模拟调查问卷，在市场、社区、村
组、广场等部位张贴创文宣传画
500多张，在“五小”门店、窗口单

位、网吧发放创文温馨提示帖
3000 余份，营造浓厚的创文氛
围。在此基础上，办事处各责任
主体按照各自分工，对照创文考
评标准，进行自查自纠，查漏补
缺。目前，该办事处各村、社区两
委成员、协管员、离退休老干部、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家庭文明代
表等200余人，已开始深入到辖区
各个路段和楼院，对各类不卫生
死角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福华街办事处

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创文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李全立 代景文)“您好，请您
不要随地吐痰，保持环境卫生是
我们共同的责任。”“您好，请您提
前备好各种证件，到1号窗口办理
业务”……昨日，二七区福华街街
道办事处组织45名大学生志愿者
对辖区窗口单位开展每天服务一
小时活动，不仅提高了居民群众
的文明意识，而且树立了窗口单
位的良好形象。

福华街办事处根据大学生服
务社会意愿强烈、文明意识较强
等特点，广泛开展大学生志愿者

招募活动，从200名报名的大学生
中选出 45名志愿者，并通过专家
授课、现场观摩、实地演练等多种
方式，对他们开展岗前培训。培
训合格后，这些志愿者统一服装、
统一佩戴绶带，分赴到银行、邮
政、环卫、公交等窗口行业，劝阻
不文明行为，开展服务引导，进行
创文宣传，展现窗口行业良好形
象。从7月活动开展以来，共劝阻
不文明行为120余次，引导群众办
理事项 100 余次，清理垃圾死角
60 多处，发放各种创文宣传页
1500余份。

张砦街社区

“五项承诺”共建文明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拜涛）日前，杜岭街办事处张砦街
社区开展的“五项承诺，给力创
文”颇受居民好评，这是该社区在
今年创文工作中“为民服务暖社
区、模范作用在社区、齐心协力建
社区”工作的举措之一。

“以党建为龙头，以党心聚民
心。”张砦街社区负责人说。在创
文的冲刺阶段，社区党支部创新
工作思路，坚持服务提高水平，以
承诺赢得民心；社区始终把“服务

群众、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第一标
准，同时向居民做出五项承诺：积
极搭建就业平台，挖掘就业岗位，
并优先考虑困难家庭子女就业；
做好党务、居务公开，增强工作的
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对居民反
映的问题，能解决的当日解决，需
协调的必须承诺解决期限；围绕
社区五大服务体系，完善服务内
容；动员辖区企事业单位定期开
放活动室，丰富居民业余生活，共
建文明社区。

陇海办事处

计生服务牵手创建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杨需杰）管城区陇海马路办事
处将计生工作与“创文”工作相结
合，积极推进计划生育均等化服
务，创建计生优质服务新模式。

结合省会创建国家文明城的
活动，陇海办事处组织辖区 60多

名外来务工人员、流动计生家庭
子女，开展“我的城市我的家”儿
童百米绘画活动。活动将计生工
作和“创文”工作紧密结合，向流
动人口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生殖
健康、优生优育知识宣传，发放创
建宣传品。

东大街办事处

多举措关爱未成年人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员 帖迪生）东

大街办事处充分利用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流动儿童之家等平台，整合“两岸早教”、“智立
方”等社会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为
辖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教育环
境。

街道党工委在城南路和博爱街社区投资
20余万元建成社区绿色网吧，提供10多台可以
直接上网的电脑，并设有专人管理。通过安装
过滤软件屏蔽不良信息，建立起严格的上网制
度，为孩子提供节假和放学后游玩、休闲的绿色
场所。鼎新街社区“流动儿童之家”的建立，有
效扩大了为流动儿童服务的范围。在为流动儿
童提供维权帮助、课外阅读、结对资助、亲情关
爱、心理疏导、道德实践、亲子沟通、家庭教育等
服务的基础上，使得流动儿童能拥有一个健康、
有序的校外活动场所，快乐、和谐的成长环境。
街道党工委还充分发挥社区的桥梁作用，利用
家长学校、社区活动中心及其他各类活动场所
的资源，开展富有特色的校外活动，使社区成为
未成年人学习知识、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乐
园。

林山寨办事处

开展计生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西平）近

日，林山寨街道办事处郑州日报
社区与郑州日报计生办公室共同
举办了一次计划生育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以“和谐计生顺民意、优
质服务暖人心”为主题，向育龄居
民宣传优生优育、生殖保健、计生

优生优惠政策等知识。现场利用
B 超机、乳腺仪等设备免费为育
龄妇女进行孕情检测，为居民解
答各种计生政策咨询 80余人次，
并免费量血压260余人次，发放避
孕药具200多盒，受到居民的一致
好评。

西前街社区

普法宣传进楼院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日前，铭功路办事

处西前街社区组织社区文明志愿者在辖区各
居民楼院开展“弘扬法治精神 创建文明城
市”、“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文明普法宣传活
动，向辖区居民发放相关法律知识文明帖 2000
余份，动员辖区广大居民知法、懂法、守法，争
做文明守法好市民，从自身做起，用自己的一
言一行积极地参与到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来。

原凤娥的“闲事经”
本报记者 朱华 通讯员 克东海 卜桂平

上街区济源路街道新兴街社区老党员原凤
娥是友谊街14号院1号楼的楼长，今年70岁的
她在这个日常管理繁琐麻烦并没有任何工资报
酬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5年，“闲事”管了一箩筐。

原凤娥退休后，原本忙忙碌碌的人闲了下
来，每天没事就到社区里的各个小区、小街走走
看看，发现哪条街环境卫生差、哪个楼栋有邻里
纠纷等，忍不住要去管管，时间长了就成了习
惯。社区进行计划生育、流动人口调查、收取卫
生费等工作，她总是义务帮忙；社区关心下一代
工作中她身兼多职；见到小区来了陌生人总是
主动上前一问；看到小区自行车乱停乱放，影响
小区居民出入，她就及时劝阻。没事儿的时候，
原凤娥还爱到小区周围网吧看看有没有未成年
人上网、玩游戏，不少网吧的老板打趣说原大娘
是个“业余侦探”。

原凤娥老人不仅是社区的好帮手，还是居
民们的好朋友。在担任楼长的 1号楼，有孩子
放学早了家里没人，她就让孩子先在自己家里
做作业；住户里有孤寡老人，她就主动上门陪他
们聊天解闷儿；邻居们有些麻烦事儿也都愿意
找她帮忙。1 号楼也多次被评为社区“平安
楼”、“和谐楼”。

在原凤娥的影响下，周围不少居民也主动
承担起清理楼院、打扫卫生的任务，社区的志愿
者的队伍不断壮大。

“每天不在小区转转就难受，看到不好的现
象不说不管更难受，只要为大家好，闲事管定
了。”原凤娥兴奋地向记者介绍着她的“闲事经”。

郑州一个普通
的 巡 防 队 员 李 四
信，八年来向媒体
提供近5000条新闻
线索，被封为“线索
达人”；不久前还受
邀做客江苏卫视，
和郭德纲、孟非等
名嘴儿现场 PK，当
了一回河南的“形
象大使”……

面对常人啧啧
称奇的经历，李四
信倒是镇定自若。

“因为提供的一条
别具特色的低碳婚
礼线索，从而被江
苏 卫 视 节 目 组 看
中。”昨日一见面，
李四信侃侃而谈，

前不久，他受江苏卫视节目组邀请，乘飞机抵达
南京录制《非常了得》节目。在现场，这位郑州
汉子极具幽默，以极佳的口才挑战主持人郭德
纲、孟非，调侃得郭名嘴也要到郑州帮忙提供新
闻线索。

“从2003年参加巡防队提供线索以来，大概
向省会媒体提供近5000条线索，其中大部分都
已见报。”李四信坦言，每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见诸
报端，他感觉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谈到缘何由
巡防队员变身”线索达人“时，他坦承当初的一个
无意之举成就了今天的”奇迹“：他给媒体提供了
一条新闻线索，从而收获了第一笔线索奖，从此，

“摸着门道”的他屡屡成为报社的“红人”。
正是靠着敏锐的新闻嗅觉，李四信提供的

线索“芝麻开花节节高”，不光省会媒体频频采
纳，一些线索还引起了央视等媒体的关注，并获
赞“民间线索达人”荣誉。

郑州有个“线索达人”
本报记者 郑磊 实习生 王超 文/图

二七区人民检察院连
续三年组织开展了进企
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
村、进机关的“五进”千家
行大走访活动，有效地推
进了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通讯员 王晓蕾 摄

新社区新社区 新生活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