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保服务社保服务
送到村民家门口送到村民家门口

本报讯（纪敏）近日，在吴桥县莫场
村综合服务网点，村民们纷纷拿着身份证
和原社保卡，等待着更换新卡。

“乡镇人员上门服务，几分钟就能将
第三代社保卡办理完，真是太方便了！”
村民张桂枝频频称赞。

围绕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吴桥县组织
专门团队，携带便携式移动制卡设备到村
委会现场设点，通过工作人员耐心讲解，
协助群众办理第三代社保卡、激活社保卡
的银行功能、申领电子社保卡等，解决了
老年人出行不便、不会操作等难题，切实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继续把延伸服务、提升效能作为增
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吴桥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季伟华表示，人
社局将积极推进建设以社会保障卡为载
体的居民服务“一卡通”管理新模式，
加强经办人员业务能力培训，加大政策
宣传力度，努力实现服务群众“零距
离”，不断提升群众对社保服务工作的知
晓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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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生 做实群众服务工作

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围绕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所需
所盼，全面深入推广“掌上办”民
生服务、“打包办”民生服务套餐等
应用，通过数字化赋能，补齐基层
民生服务短板，实现“打包办”民
生服务套餐 20种、“冀时办”装机
量突破 10万台，将政务服务延伸到
群众身边。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创建标
准化示范性托育机构1家，增加受益
托位200余个；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
1所；学校 （幼儿园） 食堂“互联
网+明厨亮灶”提质增效，新增“省
级食品安全标准化学校食堂”2家；
建立学生电子健康档案，全县25392
名中小学生完成脊柱侧弯专项检查，

教育普惠服务有效供给。
将高质量家政服务送进千家万

户。吴桥县积极打造具有鲜明地域
特色、过硬技能特征和良好用户口
碑的劳务品牌，目前，申报星级河
北福嫂 1名，培育星级巾帼家政基
地 1个，开展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
（乡村）活动 18场，“河北福嫂·燕
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超额完成市
下达任务目标。

顺民意 解锁群众幸福密码

灌木疏密有致，花草散发芬
芳，曲径蜿蜒通幽……小而精、小
而美的口袋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幽雅环境。今年吴桥县本
着“应绿尽绿，能绿则绿”的原
则，利用城市空地、裸露土地、街
头转角等，建成运河民俗园、古枣

园等 6个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建设
工程完成率100%。

城市需要高颜值，也需要好气
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扎实推
进，“里子”“面子”两手抓，荣昌
小区、五金楼小区等 10个小区完成
了外立面粉刷、雨水管网铺设、标
识标牌安装等工作，“忧居”变为

“优居”，居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念好“技术经”和“管理经”，

吴桥县水厕并治“1+X”模式实现
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智能化运行，
今年新配备抽粪车 4辆，建设粪污
处理站 8 个，改造提升户厕 2133
座，高质量完成农村厕所提升工程
全年任务目标。

解民忧 破解群众急难愁盼

家装小“手术”，带来大便利。

以适老化改造为抓手，积极打造老
年宜居环境，通过自主申报、重点
摸排、入户评估等方式确定220户改
造对象，立足家庭地面、卧室、如
厕洗浴等 7个方面进行“一户一策”
设计，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迈出积
极步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
化改造工程完成市下达任务目标。

扶残有温度，助残有实效。聚
焦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通过有温度
的政策保障、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送上门的就业机会，为残疾人幸福
加码。以残疾人个性化需求为导
向，开展墙面粉刷、地面平整、无
障碍设施安装等改造服务，实施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 61户，辅
助器具适配 203人；积极举办中式
烹饪、种养殖、电子商务、手工制
作等实用技术培训班，开展残疾人
就业培训79人次，74名残疾人走上

工作岗位；全力落实扶残助残政
策，确定残疾鉴定补贴 76人，167
名残疾人享受托养服务。

扎实开展低保特困“两癌”患
病妇女救助工程。积极组织开展女
性“两癌”健康知识讲座，利用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加强“两癌”防治
知识宣传，制定印发女性“两癌”
救助政策，目前已报送 24名符合条
件的“两癌”母亲，经省妇联审核
分配，为其中1名发放了救助资金。

一项项惠民举措，顺民意、解
民忧、惠民生；一件件民生实事，
有速度、有力度、有温度。民生实
事抓在手，群众冷暖系在心，下一
步，吴桥县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建设精品
民生工程，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

初秋时节，万物并秀。行走在吴桥县城大街小
巷，处处新气象：老旧小区变换新颜、口袋公园秀
出方寸之美、生活配套服务加速完善……

今年以来，吴桥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扎实推进20项民
生工程建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截至8月底，口袋公园建设工程、农村厕所提
升工程、义务教育学校扩容提质工程、特殊困难老
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程等13项民生工程已完成市
定年度目标任务，其他工程均顺利推进。

敲响锣鼓唱幸福敲响锣鼓唱幸福
本报讯（史昆鹏）“咚咚锵、咚咚锵……”

日前，梁集镇北徐王村文化广场上欢声笑
语、锣鼓声声。“每到北徐王大集，大伙
就自发聚在一起，唱戏打鼓，好不热
闹。”北徐王村党支部书记李建亮介绍。

据了解，村民文化大集已经连续举办
了近半年，最初只是几位喜欢戏曲的村民
自娱自乐，随着参与人员不断增多，活动
固定在了每逢农历一、六的北徐王集日。
如今，参加文化大集的演出人员已达数十
人，既有北徐王村的大鼓队、秧歌队，也
有周边村庄的戏曲队，更有让观众过瘾的
戏曲清唱。

活动发起者黄忠桥介绍：“我原本就
喜欢打鼓唱戏，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
吸引更多村民加入进来，让锣鼓敲出咱老
百姓的幸福感和精气神儿。”

北徐王村自发组织文娱活动，让群众
在家门口欣赏到精彩的文艺演出，为进一
步推动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推进乡
村振兴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接下来，梁集镇将组织文艺骨干开展
业务培训，邀请专业老师为文艺团体进行
指导，充分调动各村组建文艺团队的积极
性，广泛开展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更好
地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本报讯（王昱鑫）时下正是辣椒采收
季节，走进吴桥县满庄村辣椒种植基地，
一簇簇火红的辣椒挂满枝头，村民穿梭其
中，忙着采摘，一幅丰收的喜人景象。

“我种植辣椒十多年，都是商贩上门
来收，销路不愁。”种植户张学智开心地
说。据了解，该基地占地 1000多亩，亩
产 2500公斤，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建设辣椒订单示范基地，
订单式发展辣椒产业。

辣椒种植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
子”，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从辣椒育
苗到管理，再到采摘，需要大量的劳动
力。”张学智介绍，辣椒种植属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大面积种植也给附近村民创造
了就业机会，吸纳周边一千多名农民实现
在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

近年来，吴桥县纵深推进农业产业发
展，依托本地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开放
优势，积极引导群众大力发展辣椒、大
葱、淮山药等特色种植，加快延伸产业链
条，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助力乡村产业振
兴。

“我们以辣椒种植为切入点，通过与
香辣酱加工厂等企业的合作，不断推动第
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谈及下
一步打算，铁城镇镇长齐昊表示，将进一
步优化产业结构，持续推动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拓宽村民的致富路，助力乡村振
兴。

小辣椒小辣椒
红火百姓好日子红火百姓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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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林弹雨中受
过伤落下一些老毛
病，在医生的悉心照
顾下，感觉身体舒服
多了。”日前，在吴
桥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医养中心，84 岁老
人周文祥笑着说。早
年，周文祥在参军时
落下了一些旧疾，在
医护人员的科学调理
下，身体肿痛消除
了，血糖血脂指标也
恢复了正常。

近年来，吴桥县
牢固树立“人民至
上”发展理念，聚焦
突出服务对象、增量
服务设施、提质服务
供给，大力推行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为老
年人特别是失能（失
智）老人提供专业、
规范的医疗和养老服
务，实现医疗和养老
服务便捷、顺畅转
换，全力守护老年人
健康。

“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护士、护
工，24小时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
吴桥县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养结合科主
任崔晓君介绍，医养中心为在院老年
人建立健康档案，为可自理的老年人
提供健康管理、文体娱乐等养老服务
项目，对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提供
生活护理、康复护理等服务。

全力打造集“医、养、管、护”
于一体的医养结合护理机构，吴桥县
在县级综合性医院全面开展养老服
务，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护
理、心理护理、康复护理、养老护理
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

全县 10个乡镇的卫生院均实施
养老床位和医疗床位按需转换机制，
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细致医养服务。
同时，养老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签订服
务协议，为 65岁以上及失能老年人
提供血压测量、血糖监测、康复指
导、护理技能、保健咨询、营养改善
指导等服务，为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
综合健康评估。

谈及下一步打算，吴桥县卫生健
康局副局长齐秋霞表示，将进一步提
高医养结合服务质效，把“医+养”
深融发展理念贯穿养老服务全流程，
加强医疗设施、娱乐设施建设，优化
医疗服务环境，让养老更有“医”
靠。

连日来，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人气爆棚，成为京津冀及周边省市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近年来，吴桥县深入挖掘杂技文化内涵，扎实推进景
区提档升级，促进文化与消费共融共生。 汪海燕 摄

日前，在吴桥县何庄乡达松针
织工艺品坊微工厂生产车间内，工
人们在生产线上有序作业。

“农闲时就来这里打工，多了
一份收入，跟街坊邻居在一起干
活，环境也很好。”工人苏玉喜笑
着说。

近年来，吴桥县充分发挥本地
资源优势，瞄准农村留守劳动力，
通过在社区和村引进劳动密集型轻
工 业 企 业 ， 以 “ 企 业 ＋ 社 区
（村）＋居（村）民”的形式，精
准施策，或居家，或驻企，或居家
驻企相结合，大力发展时间自由、
活计轻巧的“微工厂”，带动村民

就业增收。同时，结合村民需求，
发展“家庭式”就业车间，让村民
把生产车间搬到自己家里，既兼顾
了家庭，又增加了收入。

饭后时光，难得清闲，年近六
旬的苏玉喜手脚麻利地举胶枪、粘胶
水、贴花瓣……不一会儿，桌上、脚
边便“盛开”了一朵朵漂亮的玫瑰
花。

苏玉喜是何庄乡崔道口村人，
子女长年在外打工，家里还有两个
孙子。身体硬朗的她一直想找个离
家近或者不用坐班，既能照顾孙
子、又能赚点小钱贴补家用的活儿。

得知生产手工仿真花的达松针

织工艺品坊微工厂在村里设立加工
收购点，招收工人，并且现场培训
教学，可在收购点加工制作，亦可
在家完成，她率先报了名。丈夫在
她的影响下也加入进来，不仅很快
学会仿真花的制作，还帮助妻子制
作工具。夫妻俩每天一起做花，一
起琢磨制作技巧，不仅收入增加
了，家庭氛围也更加融洽。

“我们加工制作手工花的时
间、地点和数量，完全由居民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灵活选择。”达松针
织工艺品坊负责人徐云鹏介绍，工
人们生产的各类插花、各种地毯前
扎等产品，将通过订单、网络微店

等方式，销往全国各地。
一家家“微工厂”散布在村

庄，聚沙成塔，不断孵化成长，蹚
出一条“职因你来，岗随你走”的
稳就业、促增收新路子。截至目
前，何庄乡建设服装加工、工艺插
花、地毯加工等微工厂 18个，探
索出“微工厂+电商+农户”增收
途径，不断助力乡村振兴。

何庄乡乡长刘倩表示，下一步
将不断探索“微工厂”发展新模
式，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最大程度实现村民就业和增收。同
时，不断扩展“微工厂”覆盖范
围，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乡村乡村““微工厂微工厂””铺就铺就““致富路致富路””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秀美宜居的城市环境秀美宜居的城市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