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炕围画展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于宏摄

本报讯 （记者 尚丽） 日前，在平城区白登山街道
马家小村北魏民俗文化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炕围画展厅，
一些过去在群众家里炕上、灶台四周常见的经典的炕围
画，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炕围画历史悠久，亦称墙围画、墙围，在我国北方较为
流行，作为山西地方文化中一种地域性很强的造型艺术形
式，是壁画、建筑彩绘、年画的复合体。炕围画寄寓了人们
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再加上其饱满的构图、艳丽的色彩和
生动精细的刻画，令人回味无穷。

据了解，此次展览的承办者是古城街道永久村“小人
书”民间收藏爱好者田德宏。如今，他已收藏了各种连环
画、宣传画、画报、挂历、邮票、窗花、明信片、电影海报等共
计 15000 余件。在他的藏品中，还有一些与大同有关的连
环画，如《恒山的传说》《马六孩》《烽火侨民》《战火在云城
熄灭》《同煤洗选之星集锦》等，成为留住这座城市记忆的
珍贵遗产。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后增加了
坡道，现在自己可以坐着电动轮椅出门
了。”家住瀛泽嘉苑的张晓月，因下肢功
能障碍，平时生活起居有很多不便之
处，得益于无障碍改造，楼门口增加了
钢结构坡道、防滑地毯和楼道扶手，现
在终于可以不受台阶限制自如地进出
家门了，因此，她逢人就说残联的无障
碍改造真是民心工程。而张晓月生活
的改变只是平城区推进无障碍改造工
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平城区围绕残
疾人的特殊需求，通过一户一策、精准
改造，让残疾人生活有爱无“碍”。

高度重视
解决残疾人居家急难愁盼问题

2017 年以来，平城区高度重视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将其作为发展
残疾人事业的大事要事来抓，采取一户
一策、科学施策、强化监督等措施，对困
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平城区先后多次召开无障碍改造工作
推进会，积极协调财政、宣传等部门支
持与配合。2020 年以来，平城区政府将
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列入
财政预算，以更大的力度将其打造为平
城区的“民心工程”。2023 年度，平城区
完成了 388 户家庭的改造，项目完成后，
平城区残联引进第三方对服务承接机
构的服务质量进行逐户验收，并实行无

记名满意度调查，根据检查情况和残疾
群 众 的 反 馈 意 见 适 时 加 强 和 改 进 工
作。截至目前，全区共投入资金 462.05
万元，为 997 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
施无障碍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残疾人居
家行动难、做饭难、如厕难、洗澡难、出
行难等最迫切的急难愁盼问题。

目前，平城区残联 2024 年度困难重
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已正式
启动。为确保改造工作顺利开展，平城
区残联加强组织保障，抽调街道残联理
事长、村（社区）专职 委 员 组 成 评 估 小
组 ，深 入 残 疾 人 家 庭 进 行 实 地 评 估 。
评 估 组 每 到 一 户 ，仔 细 察 看 阳 台 、客
厅、卧室、卫生间等处存在的问题和隐
患，对需要改造的位置逐一分析，并与
残疾人及其家属交谈，了解他们的身体
状况和生活情况以及洗浴、出行等方面
的需求。

量身定制
让残疾人日常生活更加便利

自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以来，平城区残联与各街道残联
上下联动，成立了 18 支小分队，深入社
区进行详细摸底调查，并探访了解残疾
人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切实需求，从而按
照“标准化、精准化、精细化、个性化、实
用化”要求，为每一户残疾人家庭量身
制定“一户一策，精准改造”的施工方

案，最大程度满足残疾人
日常生活需要，让“小改
造”切实解决残疾人生活
中的“大烦恼”。

在此基础上，平城区残联采取面向
社会、统一招标、全程监督的方式，确定
施工单位，完成项目实施、管理、监督、
验收等全链条工作，确保项目阳光规范
运行。在施工过程中，逐户建立改造档
案，设立项目专职负责人，并公开举报
电话，随时协调处理施工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与困难。

今年，平城区残联将继续对 250 户
听力、视力、肢体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进行改造，内容涉及可视门铃、语音电
饭煲、智能门锁、出入口坡化、卫生间整
体防滑等。下一步，平城区残联在建立
完善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将持续加大舆
论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工作的影响力和覆盖面，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残疾人工作，切实改善残
疾人居家生活品质，不断提升残疾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张志忠

评估小组深入残疾人家庭进行摸底调查。 张志忠摄

“小改造”彰显“大民生”

无障碍改造让残疾人生活有爱无“碍”

本报讯 （记者 邸东芳） 将
优质的文化产品送到百姓家门口，
不断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近
日，伴随着首场演出在马军营街道
阳和坡村精彩亮相，平城区 2024 年

“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正式拉开
帷幕。

听闻“好戏送上门”，许多村民

早早地等候在演出现场。伴随着鼓
乐齐鸣，扮相精致的演员们缓缓登
台，为广大戏迷献上了极具大同特
色的耍孩儿经典唱段《刘家庄》。台
上，演员们唱念做打倾情演绎；台
下，男女老少兴高彩烈，高潮时情不
自禁连声叫好。热烈的气氛还吸引
了不少年轻人来观看，大家纷纷拍

照或拍摄小视频转发朋友圈，展现
着戏曲的魅力。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文化惠民
工程，平城区 2024 年持续开展免费

“送戏下乡”活动。接下来，还将结合
传统文化开展多元化文体活动，让群
众尽情乐享“文化大餐”，增强文化自
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平城区 2024年“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启幕

本报讯 （记者 邸东芳） 多维
培养、强化储备、严管真用，近年来，平
城区全力构建年轻干部选育管用“生态
链”，多措并举激发干事创业动力，努力
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储备人才“生力军”。

紧抓源头储备、精心培养、选贤任
能等培养年轻干部关键步骤，平城区从
多维度入手培养年轻干部。突出政治
淬炼，创新培训模式，平城区构建起“区
—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培训机
制，优化“理论培训+实景体验”培训模
式，系统构建“线上+线下”“走出去+沉
下去”相结合的培训体系，提升年轻干
部干劲。同时，立足三至五年内实现干
部年轻化、专业化目标，结合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队伍建设实际，加大年轻干
部储备力度。聚焦乡村振兴、项目建设
等重点工作，启动全区干部一线业绩纪

实工作，组建专职队伍，将全区 53 个单
位和街道 200余名年轻干部纳入信息化
管理。实行组工干部对接街道日常工
作联系、干部队伍联建等“四联”机制，
通过实地调研、集中座谈等，建立 156名
年轻干部储备库。激励年轻干部担当
作为，平城区还实施帮带“领航”，建立
顶配“师徒”机制，安排经验丰富、工作
能力强的班子成员作为年轻干部培养
导师，“1+1”结对传帮带，努力为年轻干
部创造良好的成长锻炼环境。实施跟
踪“护航”，实行重点业务岗位干部调整
备案制度，实行“一人一策、一人一档”
跟踪培养。实施关爱“助航”，加强一线
关心关爱，强化激励、增强斗志。实施
政治“续航”，建立表彰奖励收集研判机
制，按贡献度将集体荣誉明确到人，在
年度考核、晋升职级等方面优先考虑。

平城区多举措激发年轻干部内生动力

本报讯 （记者 邸东芳） “政府
出台惠民政策，我们作为与群众贴得最
近的部门，一定得把这件暖心事办好、
办实！”连日来，平城区各社区工作人员
积极宣传高龄津贴政策，并扎实做好相
关申请、认证工作，便捷、贴心的服务让
老年群体备感暖心。

我市从今年 1 月 1 日起为全市 80
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的消息传来，老年居民纷纷叫好。为了
在第一时间让受惠居民了解政策和领
取程序，平城区各街道、社区坚持人性
化、高效化、便民化原则，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宣传高龄
津 贴 发 放 政 策 ， 做 实 做 细 各 环 节 工
作，确保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能够及
时足额享受到政府惠民政策，并采取

“现场认证+入户认证”的方式，为居民
提供便捷服务。针对部分老年群体行
动不便、子女不在身边等情况，许多社
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社区
工作人员进行入户采集信息及拍照认
证；对于暂时在外地的老年人，进行电
话联系，确保不落下任何一位需要认证
的老人。

连日来，平城区高龄津贴申报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在各社区，只见
工作人员忙碌着，为现场咨询、认证的
老人及家属详细讲解流程，耐心回答居
民提出的问题，手把手地协助老人及家
属办理业务。“我岁数大了，孩子们又不
在身边，社区工作人员帮我办理了高龄
津贴，像家人一样，非常贴心！”居民李
阿姨高兴地说。

平城区积极落实高龄津贴惠民政策

线上线下宣传 做好申请认证

本报讯 （记者 孙露） 毕业季
即将来临，不少在外求学的平城区籍毕
业生有此疑问：大学毕业后团组织关系
该转到哪里？升学或就业去向暂未确
定，团组织关系怎么处理？近日，共青
团平城区委部署辖区毕业生团组织关
系转接工作并进行答疑解惑。

根据《团章》规定，团员由一个基层
组织转移到另一个基层组织，必须及时
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不及时转接
团的组织关系，随意脱离团的组织，可
能在未来对团员身份核实、政审考察等
造成影响。

据共青团平城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智慧团建”系统毕业学生团员
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指引，根据转接类型
划分，已升学的毕业生团员，在入学后
1 个月内，通过登录“智慧团建”系统将
组织关系从原就读学校转到新就读学
校；已落实工作单位（含自主创业）的毕
业生团员，组织关系应该转至工作单位
团组织，工作单位不具备建立团组织
的，应转至团员经常居住地或工作单位

所在地乡镇（街道）团组织；参军入伍的
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应转入“智慧团
建”系统的特殊单位专属库；未升学或
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团员有两种
选择，一个是将组织关系优先转至经常
居住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团组织，也可
转至户籍所在地团组织，另一个是可在
原学校保留组织关系 6 个月，最长不超
过一年，符合条件的要及时转出；出国

（境）学习生活的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
系应该由出国（境）前所属学校团组织
保留；延迟毕业的团员，由原就读学校
团组织在“智慧团建”系统中做好标记，
建立“延迟毕业团支部”集中管理。

按照时间安排，8 月 31 日前，发起
方提出转接申请，“智慧团建”系统暂不
作强制性处理，在接收方未审核之前可
随时撤销，接收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
核。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各级团组织
应对接收到的各类转接申请完成审核
操作。9 月 30 日之后，各级团组织在 10
天内完成转接申请审核，确保 10 月 31
日前基本完成各类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平城区团委提早部署

做好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本报讯 （记者 孙露） 为大力营
造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
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让好
家教浸润心灵，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
日，平城区妇联围绕“5·15”国际家庭日，
在三晋家教家风馆开展了“家教润心
成长同行”家庭教育专题讲座。

此次讲座邀请市家庭教育协会讲

师邱吉莲，以《解读青春密码》为题，为
家长朋友们讲述如何与青春期孩子正
确相处，解决亲子思维模式上的难题。
邱吉莲以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翔实的
案例，为家长朋友们解开教育心结，不
少家长纷纷举手提出自己在教育过程
中遇到的特性问题，并得到专业人员科
学性的解答。大家一致表示，此次家庭

教育讲座非常实用，为下一步做好家庭
教育获得了科学“钥匙”。

下一步，平城区妇联将持续推动家
庭家教家风工作走深走实，因地因时制
宜，多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宣讲活
动，引导广大妇女积极践行家庭教育新
理念，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共同创
建平城最美家庭。

平城区妇联举办家庭教育专题讲座

家教润心 成长同行

用心记录环卫史赞美环卫人
——《平城环卫志》背后的故事

清扫、收集、清运、处理垃圾……无
论寒风凛冽、烈日炎炎，在黎明到来前，
夜的昏暗还未褪尽，他们已走出家门，
认真梳洗着这座城市，用辛勤与汗水为
市民创造了一个整洁、有序、美好的生
活环境，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城市
美容师”。“这么可爱的一群人为什么不
记录下来呢？”平城区环卫服务中心主
任王金栋说。于是，在 2024 年 3 月 20
日，一本记录了平城环卫从历史沿革
到发展壮大、铸就辉煌的 70 年发展历
程，收录了 7 位环卫领导、12 位先进
人物和亲历环卫事业发展变化的 29 位
当事人口述资料的《平城环卫志》出版
发行。

“我热爱环卫事业，更热爱环卫人，
环卫人勤劳、质朴、诚实、善良、无怨无
悔讲奉献的精神感动我，同时培育了我
的环卫情结和深厚感情。想要用文字
的方式记录下环卫事业的发展历程和
环卫人的奉献精神。”王金栋说，2021 年

7 月 15 日，平城区环卫中心邀请专家、
学者、老环卫人等召开了第一次座谈
会，确定了编写框架、章节内容、资料收
集方向方法和编写人员分工，正式启动
编写工作。而在创作期间，却遇到了年
代久远、文献资料匮乏、口述资料少、老
环卫工离世等困难。为了寻找资料，几
位专家和工作人员趴在档案室一待就
是几十天，在繁多的档案中仔细寻找有
关环卫的每一条信息资料，陈旧的档案
资料呛得大家时常流泪、打喷嚏，但每
个人都没有一句怨言。尤其在编写期
间，一些环卫老领导、老工人，数次踊跃
参加编写会议，主动提供口述、文献资
料，为《平城环卫志》的编写提供了珍贵
的资料，弥补了历史档案资料不足的
缺憾，这些老环卫人敬业、执着的精神
令人感动。

此外，特邀专家们的敬业精神令人
钦佩。他们不畏严寒酷暑，有的白天赴
环卫老工人家中采访录音，晚上再梳理

成稿，有的在右手有病的情况下，忍痛
坚持编写文稿，反复修校史料。还有的
多次带病写稿、审稿，从无怨言。

编写期间，共召开筹备会、座谈会、
推进会、协调会 30 余次，先后收集文字
资料 150 余万字，图片 2 万余张，历时两
年，编写出《平城环卫志》，记录了平城
环卫的 70 年发展历程；见证了古城从
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到拥有蓝天碧水，
获得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的美丽变迁；弥补了大同城市建设发展
中环卫历史缺失的空白，以及我省环卫
史志的空白。

环卫工人孙秀兰、郭丽荣说，自己
的事迹被载入书中，特别自豪。将继续
发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环卫
精神，把提升城市环境卫生质量作为第
一担当，把加强环卫精细化管理作为第
一责任，为打造文明精致、生态宜居的
美丽城市贡献环卫力量。

本报记者 杨昱郁

炕围画展吸引众多观众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为提高
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减少诈骗违法
犯罪案件的发生，切实维护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近日，平城区新华街道东风
园社区开展“反诈宣传进网格 守护
老人钱袋子”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采用走访
形式，以宣传海报为切入点，通过真实
案例的讲解与分析，让社区居民了解
不法分子的常用诈骗手段，宣传各类
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安全防范
知识，提醒群众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
话和短信，谨防犯罪分子利用电话、网
络等诱骗群众进行银行卡转账骗取钱
财，并告诫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提高
警惕，如遇到电话、短信中要求提供身
份证、银行卡信息时，需联系家人核对
信息来源，不盲目转账，遇到问题及时
报警，保持清醒，不贪小利，增强防范
意识。

此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增强了辖
区老年人对诈骗行为的防范意识和识
别能力，营造了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
受到辖区群众一致好评。

普 及 反 诈 知 识
筑 牢 安 全 防 线

本报讯 （记者 尚丽） 为了进
一步增强居民防灾减灾及急救意识，
普及自救互救技能，提高应急避险能
力，连日来，平城区新旺街道所辖多个
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筑牢防
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日前，在新泉东街社区联合向阳
西街社区、安信社区开展的防灾减灾
宣传活动现场，居民们在讲解老师的
带领下，学习了防震减灾、地震的成
因、地震的分类、地震预警及地震特点
等相关知识，了解了在危险来临之际
紧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操作方法和注意
事项。“通过此次活动，我们不仅学到
了在灾害发生时如何最大程度保护自
己，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还增强了安
全意识，做到保护好自己、帮助到他
人。”现场居民表示。

柳港园南院社区也通过现场宣
讲、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居民
宣传防灾减灾相关知识，提高全员
防 灾 减 灾 意 识 和 突 发 灾 难 避 险 能
力。据了解，该社区将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全面提高社区居民和商户
的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消除辖区
内的安全隐患，保障居民与商户的
人身及财产安全。

防灾减灾进社区
安全知识记心间

附：平城区团组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