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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内蒙古包头市北梁棚户
区的居民高俊平和老伴一起，走进刚刚
建 成 的“ 惠 民 新 城 ”小 区 看 房 。 曾 以 为

“ 一 辈 子 都 会 住 在 棚 户 区 ”的 高 俊 平 ，
一 直 住 在 一 间 20 平 方 米 的 小 平 房 里 。
烟 熏 火 燎 的 煤 炉 、需 要 排 队 等 待 的 旱
厕、漏雨 的 房 顶 ，是 他 几 十 年 里 每 天 需
要 面 对 的 生 活 环 境 。“ 这 个 新 小 区 真 不
赖 ，比 我 想 象 的 好 多 了 ！”高 俊 平 站 在
敞亮的“样板房”里四下打量，笑得合不
拢嘴。

据统计，像高俊平这样的城市棚户区
居民，包头市还有 12.4 万。

“北梁棚户区被人们叫做‘北梁上的
老包头’。那里 90%以上房屋为上世纪
50 年代的土木结构，人均住房面积不足
15 平方米。东河区登记在册失业人员的
70%、低保人员的 40%以上拥挤于此，行
路难，如厕难，吃水难，防火难⋯⋯”包头
市副市长高志勇告诉记者。

为了让棚户区的居民住进好房子，包
头 市 对 北 梁 片 区 的 改 造 规 划 早 已 开 始
实施。特别是 2011 年以来，北梁棚户区
改造已累计投入资金 20.8 亿元，完成核
心区 1.13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改造任务,
共安置居民 1.02 万户 3.06 万人。

改造越深入，难度越大——北梁核心
区域内每亩的征拆成本约 180 万元，形成

净地后公开出让，目前的市场价格只有
130 万 元 ，拆 迁 成 本 与 出 让 价 格“ 倒
挂”——棚户区改造渐成死棋。

老路不通，另辟蹊径。今年年初，包
头市决定采取“异地搬迁为主，原地改造
为辅”的工作方式，坚持“先规划后建设，
先安置后拆迁”的实施步骤，尽快实现北
梁区块死棋变活棋、“忧居”变宜居。

随 后 ， 北 梁 棚 户 区 改 造 时 间 表 确
定，改造“指挥部”从东河区上移到包
头市，“北梁区改造”也被纳入自治区
的统一规划。

资金筹措怎么办？
上下协力，多方筹资。经前期测算，

北梁棚户区改造计划总投资约 200 亿元，
其中建设及回购安置房资金约 77 亿元，
征收补偿约 33 亿元，市政基础设施配套

约 48.5 亿元,融 资 成 本 约 41.5 亿 元 。 东
河 区区长史文煜为此算了一笔账：包头
市从今年起连续 3 年每年投入 10 亿元，
以后年度投入 25 亿元，市本级投入资金
55 亿元。自治区财政专项补贴 10 亿元，
国家在公租房、棚改房、廉租房等方面补
贴 资 金 10 亿 元 。 此 外 ，申 请 银 行 贷 款
125 亿元。伴随着改造的推进，北梁棚户
区可出让土地 7500 亩，进行综合配套后
可实现土地收益 125 亿元—— 能 够 实 现
资金平衡。

群众工作怎么做？
搬迁改造过程中，东河区特别打破传

统的“一 片 区 一 支 部 ”模 式 ，按 照 约 200
户居民为单位，划片建立居民党支部、居
民 小 组 各 122 个 ，区 委 组 织 部 对 新 任 党
支部书记、居民小组长和居民代表进行

集中专题培训，帮助他们学习棚户区改
造政策经验。这些党员干部和居民代表
成为棚改政策的讲解员、征收安置的宣
传 员 ，保 证 了 棚 户 区 和 谐 搬 迁 、满 意 搬
迁。杨力军一家和父母住在福义街社区
一间只有 18 平方米的房子里，属于困难
家庭。当初，杨力军希望政府为他提供
两套 70 平方米左右的房屋。党员干部多
次面对面为他讲解征收优惠政策，换位
思考帮他计算“征收账”。最后，杨力军
同 意 了 征 收 方 案 ，接 受 了 廉 租 房 的 建
议。拿到钥匙时，他激动地说，“若不是
社区党支部为我考虑得这么周全，我还
不知什么时候能住上新房呢！”

据 了 解 ，目 前 北 梁 棚 户 区 搬 迁 改 造
新 建 安 置 房 建 设 选 址 已 经 确 定 ，8 宗
2354 亩 土 地 作 为 搬 迁 居 民 安 置 地 块 选
址，十分方便居民的出行、就学、就业和
就医。

6 月 15 日 ，安 置 房 一 期 建 设 项 目 开
工。据介绍，一期项目总建设规模达到 40
多万平方米，确定惠民新城、鹿城福满园、
井坪、禧福苑 4 个廉租房项目用于安置北
梁低收入家庭。首批 909 套廉租房已具备
入住条件，并通过公开抽签摇号的方式，
向北梁 20 户居民先期发放了住房钥匙。

“预计今年将有 3 万居民走出棚户区，实现
宜居梦，开始新生活。”高志勇说。

“北梁上的老包头”脱胎换骨
——内蒙古包头市棚户区改造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张丽枝

66 岁的赵大妈很开心，她居住的北京
市海淀区双榆树南里二区最近新开业了一
个养老助残管理服务中心，免费给老年人
量血压、量血糖、按摩⋯⋯

海淀区民政局副局长李杰告诉记者，
这个服务中心是创新合作模式，通过政
企合作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服务中心的
场地由北下关街道提供，里面的康复器
材由区残联提供，区民政局负责政策指
导，同时为部分失能困难老人出资购买
服务，区卫生局提供社区医院、家庭医生
服务，双榆树南里二区居委会负责社区

宣传和监督，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负责管理和服务供应。

据介绍，这样由政府不同部门紧密合
作、优势互补，同时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的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在 北 京 还 是 第 一 家 。
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昂
表示，他们是在总结国内外养老经验与
教训的基础上，开展海淀区居家养老助
残服务创新试点的。“我们希望能创建中
国特色的社区居家服务模式，将政府保
障、社区医疗、专业技术、商业服务等社
会资源整合起来，建立包括补贴、机构支

持 、个 人 付 费 的 综 合 养 老 助 残 服 务 体
系。”李昂表示。

“ 合 作 创 新 模 式 打 破 政 府 部 门 界
限 ，把 来 自 民 政 、残 联 、卫 生 、街 道 办 事
处 及 居 委 会 的 资 源 聚 集 在服务中心内，
避免交叉管理和重复建设，节约了大量
的社会资源。企业经营接受市场竞争机
制，自负盈亏，可以保证养老产业的持续
发展。”李杰说。

记者在管理服务中心看到，服务中心
具备康复护理、日间照料护理、慢病管理、
家庭病床、助浴、理发、老年餐桌、文体娱乐

等功能，能够让老人在家中、在社区内即可
享受专业的护理服务。

据介绍，服务中心将致力于把家庭护
理服务与社区医院家庭医生服务结合起
来，搭建健康管理的综合服务平台。在民
政局支持下，服务中心还将特别对社区内
50 余位低保、贫困老人提供护理服务。

“为提高服务中心投入资源的使用效
率，南里二区服务中心的服务还向周边社
区辐射，涵盖南里、中监所、皂君西里、青
云、农科、农影等社区。”李杰说。

（陈燕荣）

正当马小兰的事业干得风生水起时，随着所在地
区“关停并转”一批高耗能、低产值的企业，马小兰下
岗了。

按规定，企业高管马小兰会另有安排，可以保住
“铁饭碗”，但她放弃了。

1999 年初，马小兰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开始了
自己的创业之路。

说起创业，马小兰用一个“累”字概括。
创业之初，马小兰每天早起骑自行车，到 10 多公

里外的高速路上搭乘过往收废纸的顺风大卡车，去河
北保定采购成品纸。这期间，她住加油站的大通铺，就
着冰碴水啃烧饼，打瞌睡时脑门磕在车帮上，流了一脸
血⋯⋯除此之外，运输成品纸，押车、装车还充满危
险。有一次，马小兰往纸轴下塞固定栓，一卷上吨重的
纸轴滚下来，幸亏她躲闪及时，才没被压成“肉饼”。

那几年，马小兰就这样抛家舍业地去打拼，几
乎每天工作 20 个小时以上。由于长期奔波劳累，造
成严重贫血，血色素低到 6 克。她的儿子说，“每天
妈妈总是忙，等到晚上回到家，她累得腰都直不起
来了，还没奶奶有精神呢⋯⋯我真希望妈妈能停下
来歇一歇⋯⋯”

马小兰坚韧、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品质，感动了
保定一家造纸厂的女厂长，决定把北京市场的代理
权交给她。从此，马小兰如鱼得水，企业进入发展的
快车道。

2005 年 1 月，马小兰创办北京博源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完成了从商贸到实业的转型。2010 年，马小
兰投资 3 亿元，在北京房山区建成大型纸制品加工基
地，优先招收一批家庭困难急需就业的下岗人员，让
困难的姊妹们找到生活的希望和人生的精彩。

10 多年来，马小兰用努力、艰辛、智慧，通过集散
地战略，采取“趸进零走”的集市化经营方式，实行集中
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改变了华北地区纸制品包
装行业的格局，不仅带活了北京房山 60 多家停滞不前
的纸制品中小企业，而且帮扶下岗姐妹成立 20 多家纸
箱厂，带动就业 3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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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助力学子

回乡创就业

本报讯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日前与人保财险夷陵
支公司签订《夷陵区自然灾害民生保险协议》，标志着由
夷陵区政府出资 176 万元的政策性自然灾害民生保险在
湖北省内率先启动。

自然灾害风险分担机制涵盖辖区内农房保险、因自
然灾害意外伤亡保险及部分财产保险。保险对象为夷
陵区内农业户籍人员、农村居民居住的住房、灾害风险
区域内的道路桥梁；保险范围为发生暴雨山洪等 11 种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房屋财产损失等；保险额
度为因自然灾害农村居民住房倒塌的赔偿 10000 元/
户、住房受损的最高赔偿 3000 元/户、家庭财产受损的
赔偿 1000 元/户等。据了解，自然灾害民生保险所需保
费由区政府财政统筹解决。为保证自然灾害民政保险
顺利落实，该区规定，灾害现场勘查由保险公司和民政
部门共同完成，保险赔付由保险公司将赔付资金划拨
到区财政社保救灾资金专户，民政部门按救灾资金管
理使用程序直达受灾群众账户。 （卫 华）

湖北试点自然灾害

风险分担机制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丹阳市积极拓宽大学生
创业就业渠道，积极助力、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
全市创业就业工作稳中有进。

2013 年丹阳市大中专毕业生总量达 5600 多人，
为有力促进就业，市地税部门高频率推出各种服务措
施：组织力量整理汇编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税收优惠
政策活页手册，为回乡学子提供创就业路标；地税局
主动对接人社、工商、团市委等部门，就相关优惠政策
组织专业人员为毕业生们进行解读，目前已有 260 多
人次参加了专题辅导；在人社部门和税务部门之间架
设信息共享、政策共解的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
快捷通道，为回乡学子提供服务保障；搭建绿色通道，
高效、快捷地办理税收优惠的备案和审批，并为高校
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的咨询辅导，为回乡学子解除后顾
之忧。今年以来，已办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税收优
惠 12 件。

（袁晓枫 陈沛华）

本期人物 马小兰，原是一家国有中型造纸企业的
销售员，凭着激情和干劲，很快就把厂里积压多年的库存
销售一空。因业绩突出，23岁时被推选为业务厂长。

“大爷，您老人家今年满 60 周岁了，这
是头一个月的养老保险金，我给您送来
了。”把钱交到家住山西省高平市城南社区
的农民邢富明手中，牛保勤又仔细交代完
这些钱的具体明细后，才向邢大爷挥手道
别，出门骑上电动车赶往下一家。邢富明
高兴地说，“不用跑到市里办手续，钱就给
送到家里来了，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在这个有着 5000多人口的城南社区，
人人都认识牛保琴，他的电动车就是一个移
动办公室，他的挎包里总是装着村民们需要
领取的各种补贴、办理完毕的各种证件。无
论是办新农合、养老保险，还是上户口、领补
贴，不用出村，大家只要跟小牛说上一声，他
就会耐心地讲解办理流程，到市里把相关手
续办好，亲自送到家门上。

走进山西省高平市城南社区，记者发现，
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南城便民服务代办联
系牌”，上面详细登记着代办员牛保勤的联
系电话、监督电话、代办事项，而村民们更是
人手一张“代办员联系卡”，背面写着这样一
行字：“随时受理、限时办结、及时回复”。

“去年我们正式启动了便民服务代办
制度。”高平市南城街街道办事处主任冯硕
告诉记者，近年来，政府的各项惠农政策非
常多，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需要进城办事，但
是，有些群众家里只有老人小孩，出门不方
便，有些群众不了解办事程序和所需手续，
往往一件小事需要跑好几趟。“为了给群众
解决这些不便，我们想出了服务代办的点
子，除 5 个非农居委会之外，南城办事处在
所有的行政村和社区居委会都设立了便民
服务代办点，配备了专业的代办员。”这样，
群众有事情需要帮办，可以通过电话，或当
面向各村（居委会）代办员提出代办申请，
这种灵活的便民服务方式，有效杜绝了群
众办事“多跑一段路，多进一扇门”的问题，
受到辖区群众热烈欢迎。

群众动嘴

干部跑腿
——山西省高平市创办便

民服务代办制度纪实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入夏以来，各地已经发生过多起儿童

溺水事件，这些孩子大多是父母在外地打

工的留守儿童。当然，即使父母在身边的

孩子，也同样存在着发生这样那样危险的

几率。但我们必须反思，如果这些留守儿

童的监护没有如此缺失，那么，他们遭遇危

险的几率能否大为降低呢？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留守儿童近 6000

万，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 28.29%，其中

14 周 岁 以 下 的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约 4000 多

万。这些留守儿童中，79.7%由爷爷、奶奶

或外公、外婆抚养，13%被托付给亲戚、朋

友，7.3%不确定或无人监护。他们的父母

一方甚至双方都在外地打工，平时只能通

过电话与他们联络。没有父母的陪伴，这

些孩子的成长显得孤单而无力。亲情的缺

失，使不少孩子的个性、心理异常，很大一

部分表现出情感冷漠、自卑懦弱、行为孤

僻、缺乏爱心、脾气暴躁等，对他们的学习

和今后的人生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更为现实的是，由于缺乏有力的监护，

这些孩子还更多地面临来自各方面的不良

影响与危险。数据显示，14 周岁留守儿童

的日常在校率仅为 88%，其余的 12%就在

社会上游荡，不仅容易受到意外伤害，更容

易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而寒暑假期

间，这些孩子都将暂时脱离学校的管控，他

们在假期中的安全与教育，是一个我们必

须解决的大问题。

近年来，全国妇联联合中央综治办、教

育部等部门，开展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

务体系试点工作，各地方政府也将关爱留

守儿童工作纳入民生工程，开展了一系列

工作，如建设留守儿童之家、托管中心，实

施“留守家属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试点”

等，效果明显，但还不足以覆盖所有的留守

儿童。

除了留守儿童，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也面临假期教育与安全问题。在

假期，由于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他们大

多也处于“放养”状态。如何有效调动社

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各方面的力量，把

这些孩子也有效地管理起来，使他们的假

期生活有组织、有规范、有秩序，也是社会

管理中需要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假期教育与安全
车小丽

左图 7 月 4 日，由南京市总工会组织的农民工子弟夏令营开

营，图为小营员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参观。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上图 在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汪墩乡茅垅小学，正在放暑假

的大学生教当地的留守儿童唱英文生日歌。

新华社记者 胡国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