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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

镜界

□赵玄敏

“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真是人民的好公仆”，邢
大娘握着民警的手，激动地说。2月20日，家住卓资县复
兴乡隆盛德行政村的邢大娘手捧一面“心系群众 为民服
务”的锦旗来到复兴乡派出所，一边献旗一边再三地表达
谢意。

邢大娘原是隆盛德行政村口子村村民，30年前出嫁
到呼市郊区，一直没有办理迁户手续，如今，在原籍也找不
到其户籍信息，她希望派出所帮助予以解决，落实户口问
题。得知这一情况，卓资县公安局户政部门负责人与复兴
乡派出所民警多次深入隆盛德行政村口子村开展走访调
查，认真了解了邢大娘的详细情况。查实情况后，民警认
真整理汇总相关材料。 2月16日，按照无户口人员落户
制度，邢大娘终于有了户口。

今年以来，卓资县公安局以政法系统“忠诚、干净、担
当”为主题的整顿建设专项行动为契机，特增设了“执法送
真情”教育大讲堂和示范岗，将一些为民服务显真情的案
件定期讲解给全体民警，使民警的办案效率进一步提高，
积极为民服务。

走进卓资县公安局，民警穿着整洁，一声声“请坐”“请
喝水”“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温暖话语，让来寻求帮
助的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了真情和温暖。为了让人民群
众省心省力，他们宁愿自己多跑几次腿，也要将案件中、案
件后的事一一解决。在案件解决一周后，办案民警还会及
时落实案件回访制，排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人民警察为人民，执法为民显真情。卓资县公安局坚
持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强化为民办实事力
度，将服务群众更多的细节性问题归入工作职责当中，不
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进一步提升了全局民
警的宗旨意识。

执法为民见真情

鱼水情深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
告指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统筹规划、合
理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健全完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管护
长效机制，加快推进城乡发展
一体化进程。

在扎赉特旗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是城市网格化管理中
的一个个“点”，也是社区管理
的“排头兵”。他们“无所不
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社保、民
政、计生、信访等“一条龙”服
务，让社区变成了居民可以依
赖的“家”。这些可爱的人有
一个特别的名字——网格员。

纵览 金色盾牌

□李长润 胥立丽

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扎赉特
旗构筑的城市网格化管理成为社区管理
中的重要支点，而这些都离不开“网格
员”这个居民最熟悉的服务者。

该旗近年来积极探索社区管理全覆
盖、无盲区的新模式，将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与网格化管理有效结合起来，建立三
级网格。同时，将社保、民政、计生、信访
等基层管理服务资源“打包”整合，为社
区居民提供“一条龙”服务，使社区真正
成为居民可以依赖的“家”。

建立三级网格 延伸服务触角

每天一大早，电力社区的网格管理
员敖万顺早早就开始忙着巡查自己的

“地盘”。打扫卫生、检查安全隐患、走访
居民、了解社情民意……一上午时间很
快过去了，敖万顺忙得脚不沾地。

“我这一个网格里就有100户居民，
除了为居民解难助困，还负责办理计生、
社保等各类事项。手机24小时开机，就
是为了能及时上门服务。”敖万顺如是说。

该旗把加强社区建设作为打造和谐
社会的基础工作，以“定位网格化、内容
多元化、项目精细化、服务个性化、管理
信息化、全覆盖无缝隙”为目标，在音德
尔镇 11个社区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
遵循“科学设置、分级管理、以网定格、网
格并重、全面布点、点面结合”的原则，设
置了一级网格社区网络服务区11个，承
担整个网络的统筹、协调和监管工作；设

置二级网格责任片94个，负责网格内日
常事务的巡查、服务、监管和各类信息的
收集、处理工作，每个网格覆盖300户左
右居民；设置三级网格网点信息站 297
个，负责各类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和
反馈工作，每个网格服务100户左右居
民。“大社区”被细分成了“小网格”，网格
虽小，但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马上
在网格内得到解决。

发挥党员作用 构建网格架构

今年66岁的张桂琴，是绰尔社区的
一名网格员。提起她的工作，她兴高采
烈地告诉我们：“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了
老党员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核心带动作
用，我们对社区的邻里纠纷、环境卫生等
问题进行义务协调。社区里发生的许多
大小事情，不出网格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做到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据音德尔镇街道办主任关星介绍，
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的实施，弥补了社
区基层力量的不足，使社区能够在第一
时间了解和听取居民的意见建议，及时
解决一些矛盾和问题，从而有效地避免
管理服务的“盲区”。

为将网格化模式落实好收到实效，
该旗精心选配工作人员，并坚持把党建
工作触角向网格延伸，确保每个网格都
有党员，每名党员都在网格中。发挥党
组织优势，为社区事务管理提供更优
质、更便捷的服务。每个网格中安排 1
名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担任管理员，党
员、楼栋长等担任信息员，同时吸纳社

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社区管理与服
务，形成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
氛围。

创新服务载体 拓宽服务内容

我们了解到，在服务实践中，该旗树
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按照“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具体要
求，以机关、社区组织、社会力量为主体，
形成集“党务政务、便民服务、咨询宣传、
信息公开、信访接待、综治维稳”等多位一
体的综合性服务网络。除了常规工作，各
社区还不断创新服务载体，拓展服务内
容，不断延伸服务的深度和广度，让居民
时时感受到温暖。

通海路社区的“留守儿童家园”，为
辖区留守儿童搭建了一个活动平台。每
逢寒暑假，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裕
国社区的“爱心黄丝带”服务，专门服务
社区孤寡老人。服务项目涵盖一些针头
线脑的小事以及医疗、法律救助等；光明
社区的“法律诊所”，为群众提供便捷的
法律服务；东升社区的“民情流水线”，搭
起干群沟通的桥梁。各社区开展的“邻
里守望”“我们是一家人”等活动，在居民
中打开了一扇扇互助、关爱的“窗户”。
截至目前，音德尔镇各社区的服务载体
涵盖了社会各群体、各阶层，服务种类达
到了20余项。

一个个服务载体，一件件为民实事，
无不彰显出网格化管理的优越性和“组
团服务”的生机与活力。通过网格化管
理的实施，让居民更依赖社区。

一“网”情深

□郭长缨 蒋桂芝

“我为别人义务理发不为别的，只为帮
助矿区老同志节省十几元钱。他们开心了，
我就乐呵了。”说这段话的质朴老人名叫孙
国军。

孙国军自幼父母双亡，在读书期间，靠
党和政府的救助读完了高中。老人当过兵、
下过矿井，1995年退休后一直在梁家沟街
道办事处辖区内的3个社区义务给矿区老
人理发，至今已坚持了21个年头。

孙国军常说，自己感恩回报社会的愿望
特别强烈，是因为自己就是靠党和政府及亲
属、邻里才长大成人的，所以总想着为别人
做点啥。因为自己年少时在农村曾学过理
发，于是买来理发工具，利用下班洗澡时间
开始在黄白茨矿洗澡堂为工人们义务理
发。刚开始只给认识的人理发，慢慢地找他
理发的人越来越多。

退休后，他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于是他将
自己理发的范围由黄白茨矿洗澡堂拓展到梁
家沟街道办事处的各个社区，并且开始为一
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理发服务。虽然
自己的年龄一天天增大，但是无论严寒酷暑，
只要身体允许，他总是骑上自行车走街串巷
去为那些熟习或陌生的老人们理发。理发工
具十几年来用坏了许多套，有些老人在他的
周到服务中已经辞世。但他，一个七旬的老
人依然奔走在义务理发的路上。

70多岁的社区居民乔旺，接受老人义
务理发已经快10年了。说起孙师傅，他满
是感激。他说：“孙国军给我理发时总是特
别热情，而且细心。他手法娴熟，对人体贴、
和蔼，每月他来给我理发就是一种享受。”

患眼疾的居民李贵行动不便，多年来，
孙国军总是定期上门为他义务理发。李贵
的家人对孙国军已经非常熟悉，将他视作亲
人。一看孙师傅上门，一家人便乐呵呵地迎
上前来。李贵更是眉开眼笑：“老朋友来了，
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敞亮了许多。”

当孙国军老人被问起为什么年事已高
却还坚持帮助他人时，老人深情地说：“只要
人人做好事，你帮我、我帮你，这个社会就会
更好！”

退休工人义务理发21载

□本报记者 陈春艳

11 个省份、1000 万公里、无数个车
厢，见证着梁玉国30年乘警职业的征程。

梁玉国是包头铁路公安处的一名老
民警，2017年春运，是他值乘的最后一个
春运。春运期间客流量剧增，列车巡逻、
消防检查、防盗防骗宣传比平时要求更
高，梁玉国依然一丝不苟地值守在岗位
上。

梁玉国记不清多少个春节没有在家
过了。“其实车上非常热闹，旅客也挺多，
在列车上过春节也别具韵味呀！忙完这
一阵，我就没有下次春运了，其实还挺舍
不得的。”梁玉国说着说着，竟然有些哽
咽。

老骥伏枥，甘为人梯。离开这个岗位
前，梁玉国努力培育着新的希望。赵家华
是他的最后一个徒弟，梁玉国想把自己这
些年积累的经验都传授给这个关门弟
子。不管是检查、巡逻、警情处置还是安
全宣传，梁玉国都手把手地教。提到自己
的徒弟，梁玉国的脸上挂着笑容。赵家华
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来到包头乘警队
的新民警，梁玉国对他很满意。

说起师父，赵家华心疼地说：“说好了
轮流值班、轮流休息，每次轮到我值班的
时候，师父总是要陪着我巡逻一遍才去休
息，还说自己上了年纪觉少。忘记吃饭、
轮值熬夜都是家常便饭，一旦遇到车上有
什么事儿，他就一切向工作看齐了……”

“小赵，跟我一起去卧铺车厢”，梁玉国故
意打断了他的话。

梁玉国家里有一柜子的奖章和证书，
问起来，他摆摆手说：“那都是过去的事，
不值一提。”但是说起以前在火车上值乘，
他的话匣子还是忍不住打开了。1987 年
梁玉国刚由铁路工人转为乘警时，列车还
是烧煤的，那时候年轻小伙子扒窗户跳上
车是常事儿，“顺手牵羊”类的案件一天就
要处理好多起。

工作这么多年，梁玉国总是对家人失
信。说好了带妻儿一起出去玩，一次次加
班让约定不断推迟，推着推着妻子的头发
都白了。多年前那个总是追在父亲身后
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陪我玩”的孩子，如
今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梁超说：“小时候
经常埋怨，不过长大后就理解了父亲，他
是为了大家而舍了我们的小家。”

家在远方，路在脚下，心在车上。看
着梁玉国忙碌的身影，就看见了铁路公安
人前赴后继的坚定信念。

站好最后一班岗

□文/图 丛婧

连日来，乌兰浩特市
都林街“都林之光”健身
表演队正在积极排练舞
蹈，为自治区成立 70 周
年大庆献礼。该健身表
演队已成立 3 年来，曲目
新、花样多、动作美是这
支 队 伍 独 特 的 风 格 ，被
自 治 区 体 育 局 评 为“ 先
进示范站点”，带动了辖
区居民加入到全民健身
的活动中来。

大家一起
来健身

□文/图 李亚男

2月14日上午，《永恒的爱情》——
连环画、老期刊主题收藏展在阿拉善民
间博物馆开展，近千册难得一见的爱情
题材连环画、老期刊杂志在展览上亮相。

本次展览展出的是阿拉善盟收藏家
马英近30年收藏的部分爱情题材连环
画、老期刊杂志。《巴士奇遇结良缘》《花
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楼梦》
《永恒的爱情》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
经典连环画纷纷亮相展览。

连环画里的
爱情故事

□高杰

2月9日，“雷锋车队”的翟培国终于找到了失主计先
生。当计先生接过4天前遗落在出租车上的7000元时，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就此，“雷锋车队”发起的“全城寻找
失主”行动，终于有了圆满结果。

2月5日中午12点半左右，56岁的计先生从位于巴
彦淖尔市双河镇医院附近的儿子家拿了7000元钱，坐上
翟培国驾驶的出租车回到山河小镇家里。下车时，一时
粗心大意，把用报纸包的钱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
翟培国发现后，立刻返回计先生下车的地方等待，但等了
好长时间不见人影，便将钱交到了他所属的“雷锋车队”
失物招领处。

几天来，这笔钱一直无人认领，“雷锋车队”就联系了
当地媒体，希望帮助寻找失主。

其实，计先生这几天也在寻找自己的钱，但他没有记清
当时所乘出租车的车牌号，虽然着急却没有目标，只好每天
上街随便拦个出租车就打听，但是大海捞针，毫无收获。

2月 8日晚，计先生突然看见电视上正在报道他的
事。于是，9日一大早，他立即联系了“雷锋车队”。不多
时，翟培国就拿着钱赶了过来，两人一见，都认出了对方，
7000元回到了计先生手中。

“谢谢翟师傅，谢谢‘雷锋车队’，说实话，我以为这笔钱
再也找不回来了，没想到……”计先生十分激动，哽咽地说。

找到丢钱的失主啦！

□张怀介

近日，在额济纳旗人民医院，一名来自蒙古国的年轻
妇女，向曾伸出援手对她进行无私救助的医护人员和爱心
人士赠送了感谢牌匾。

据了解，这位蒙古国妇女名叫恩克其木格，于今年1
月来到策克口岸边民互市集贸市场经商，当时她怀有8
个月的身孕。1月16日晚，举目无亲的恩克其木格突然
早产，无奈之下向策克口岸市监局巡回所所长巴音巴图
求助。巴音巴图立即与额济纳旗人民医院取得联系，驱
车90公里，将恩克其木格及时送至医院救治。得知恩克
其木格已有3次剖宫产史，各方面条件不利于正常分娩，
为确保产妇及胎儿安全，医院立即开启孕产妇急救绿色
通道，实施了急诊剖宫产助娩手术。当天22时25分，随
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体重7.6斤的男婴顺利出生，母
子平安。

身在异国他乡，又没有亲朋好友，恩克其木格术后照
料成了问题。额济纳旗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得知情况后，
主动承担起陪护她的工作，旗妇联也及时发布了爱心倡议
书，组织巾帼志愿者24小时轮流看护，并动员基层妇女为
恩克其木格筹集善款5700元，赠送牛奶、鸡蛋、婴儿服饰
等物品折合人民币6000元。在众多爱心人士的帮助和无
微不至的照料下，恩克其木格于1月29日康复回国。

危急时刻额济纳人民给予的关怀，让恩克其木格充满
感动又难以忘怀，时隔近1个月后，她重新踏上中国的土
地，来到美丽的额济纳，将圣洁的哈达和精美的致谢牌匾
献给了帮助过她的好心人。

蒙古国恩克其木格
突然早产之后

网
格
员
们
将
服
务
送
到
群
众
身
边
。

健身表演队正在排练舞蹈。

连
环
画
勾
起
了
参
观
者
的
美
好
回
忆
。

身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