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义马市立足社区实际，结合
多年治理经验，成功打通民意收集与问题
化解的“绿色通道”。

铁脚板入户，隐患消除无死角。 走进
常村路街道常安社区第一网格党支部活
动室， 网格员李燕正拿着社区联系台账，
逐一致电辖区独居老人。台账密密麻麻记
录着社区独居老人的住址、 子女联系方
式、日常需求等信息，这也是她开展工作
的“暖心指南”。

跟随李燕， 我们来到 85 岁独居老人
张桂英家中，一阵嘘寒问暖后，李燕拿着
专业仪器来到厨房，细致检测煤气管道接
口、阀门密封性。

“最近生活怎么样？ 有空了就出去走
走，和大家聊聊天。 ”交谈时，李燕家常般
的口吻开启的是另一番关怀。这些看似随
意的叮嘱和问询，实则是社区“安全 + 生
活”的双维度服务。

据了解， 常安社区常住人口 1893
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635 人，其中独
居、空巢老人 236 人。 因此，老人们的安
全常常让社区的网格员牵肠挂肚。通过将
安全检查与生活关怀深度融合，网格员不
仅守住了物理安全线，更打通了情感连接
线。

“椅路常谈”，服务精准有依据。“我们
社区通过‘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
集民意信息，线上通过微信群和‘椅路常
谈’二维码，线下就是网格员每日走访，了
解居民的诉求。 ”该社区工作人员罗瑞敏
介绍。

为畅通民意收集渠道，常安社区不仅
每个楼栋处张贴网格员名字、联系方式及
“椅路常谈”二维码，还在各个小区楼栋下
增设了连椅，居民们既可在此休憩，也可
围坐一起闲话家常，这种轻松和谐的交流
氛围，拉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

唠嗑是微网格长的必修课，他们经常
通过闲聊发现问题， 将问题解决在楼栋
里、化解在萌芽中。 这种主动打入群众内
部的民意收集方式，可以确保不同群体的
需求都能被及时捕捉，为精准服务提供可
靠依据。

当然， 社区里的大事小情纷繁复杂，
一些微网格长们化解不了的难题，就需要
社区来介入。 对此，常安社区每周都会召
开网格议事会，将收集的信息整理后确定
为会议议题，并及时反馈推动问题有序解
决。同时，每半月召开一次“民声半月谈”，
让群众广泛参与其中，纳群言、集民智，积
极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通过线上线下的全时覆盖、安全与生
活的双重守护、 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常
安社区正将其治理的触角延伸至社区的
最细微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服务社区群
众。 水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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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改革”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义马市住建局：

日前， 义马市千秋路街
道联合义马市消防救援大队
在兴苑社区开展消防演练与
急救知识普及。 活动现场，志
愿者手把手向居民讲解灭火
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同时普
及高温天气火灾预防要点、
急救知识等内容， 为居民安
全“加码”，为平安夏日护航。

邹芳 摄影报道

今年以来，义马市住建局以“微改革”
为切入点， 聚焦工程建设审批全流程优
化，通过创新审批模式、强化服务机制等
举措，推动项目落地提速，营商环境持续
向暖。

创新审批模式。 将诸多审查事项整
合，同步启动审批，实现 1 日办结。截至目
前，已核发施工许可证 11 个，涉及建筑面

积超 6 万平方米， 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40%。 在竣工验收阶段，实行“一站式”改
革，开展“一张表单联合验收”。 对于符合
验收条件的单体建筑实行“单体工程分期
验收”， 缩短验收周期， 缓解企业资金压
力。截至目前，已完成联合验收项目 2 个，
验收面积 2.2 万平方米，平均验收时限缩
短 60%。

优化服务机制。 事前主动介入，提供
“一对一”申报辅导，避免企业“多头跑”
“反复改”。推行前期导办、现场帮办、全程
代办、容缺式办理等服务，将开工前“等待
期”转化为“推进期”。开展满意度回访，形
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优化流程”的
闭环机制，持续提升服务精准度。 2025 年
以来， 已为 10 余个项目提供帮办代办服

务，解决企业诉求 20 余件。
通过“微改革”组合拳，义马市住建局

实现审批环节“做减法”、服务效能“做加
法”， 企业从审批到落地的全周期成本大
幅降低，市场主体获得感增强。 2025 年以
来，各类改革举措已直接惠及多个重点项
目，有效推动建筑工程“早开工、早验收、
早见效”。 姚绍华 陈鑫

6 月 9 日，高考进入第三天，“青
春大考”来到最后冲刺阶段。 在义马
市高中考点外， 除了翘首以盼的家
长， 还有一道道温暖的风景线———
爱心助考点， 它们为考生和陪考人
员提供全方位的关怀与支持。

从往年的“爱心送考”升级为今
年的“爱心助考”，一词之差，赋予了
这场公益行动更为丰富的内涵。 今
年，爱心行动不再局限于送考，而是
从出行、吃饭、住宿等各个方面，为
考生们提供细致入微的帮助。

当得知有个考生家住在常村，
距离考点比较远，父亲不在家，母亲
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需要照顾，学
生自己来回奔波既耗费时间又影响
状态时， 爱心市民岳翠兰毫不犹豫

地将学生带回自己家，为她做饭，接
送她上学。 岳翠兰说：“高考对学生
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能帮
一把是一把。 ”

位于义马市的刘厨饭店老板姚
艳妍是一名送考司机， 她感慨道：

“这三天我都是 6 点起床，提前半小
时到预约好的考生家门口等着，这
是孩子的大事， 宁可咱早点出发等
着孩子，不能叫孩子等咱，孩子们能
平稳到考点， 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
特别有价值。 ”

在考场外的爱心助考点位上，
各单位也纷纷行动起来。 义马团市
委组织了大量志愿者助阵高考，他
们身着统一服装， 为来往学生和陪
考人员提供各种服务，忙碌而有序。

“今年，我们从单一的‘爱心送考’延
伸为‘爱心助考’，除招募车主接送
考生以外， 还在考场外设置点位为
考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应急药品、
应急充电等服务。 ”团市委副书记沈
桐说。

为了保障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义马市公
安交警大队在高考期间对考场周边
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从清晨到傍晚，
交警们指挥着交通， 为送考车辆开
辟出一条绿色通道。

这场爱心助考行动， 送的不仅
仅是考生， 更是在传递义马这座城
市对教育的尊重。 它让人们看到，在
义马这座城市里， 关爱与奉献的精
神正在传递、延续。 占甜甜 丁施华

义马市爱心护航高考考生

6 月 5 日清晨，位于义马市的义
煤总医院妇产科里洋溢着喜悦与期
待。 市民朱帅一家正为迎接新生宝
宝和宝妈出院紧张准备着。 与往日
不同， 此刻朱帅并未奔波于多个部
门窗口， 而是在该院护士长王彦丽
的指导下，轻点手机屏幕，通过“豫
事办”App 在线填写河南省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联办申请表。 几分钟
后， 一张承载法定身份的出生医学
证明便在系统中成功签发———这张

“人生首证”的高效诞生，成为我市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赠予新生儿家
庭的一份特殊贺礼。

当朱帅拿到刚刚签发的证明
时，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发起联办
申请，现在就拿到了出生医学证明，
我还选了户口登记和医保办理，卡

直接邮寄到家，再不用来回跑断腿、
重复交材料，真是太方便了，省时又
省力！ ”

这份便捷并非偶然， 义马市卫
健委将政策宣传深度融入服务链
条———从孕妇首次门诊建档、 贯穿
孕期在孕妇学校的学习， 直至最后
住院分娩， 医护人员在每一个关键
环节都主动向家庭清晰讲解线上联
办流程，在门诊、病房、护士站等显
著位置也都张贴着新生儿出生“一
件事”办理流程及二维码，才能确保
新生儿父母在最需要时， 顺畅搭上
政务服务“直通车”。

据义马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石婧
介绍，自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服务
上线以来， 该市已有 238 个新生命
家庭通过“豫事办”完成了人生重要

登记。 从朱帅指尖轻点的几分钟，到
238 个家庭免去的奔波劳顿，当“人
生第一证”的办理从繁冗走向极简，
这不仅是一座城市行政效能的提
升， 更是对每个新生命及其家庭最
切实的尊重与呵护。

高效便民的服务半径仍在扩
展，“新生儿礼遇” 所代表的便捷体
验， 目前在该市已覆盖到更多的民
生领域， 通过豫事办还能办理退休

“一件事”，残疾人“一件事”，住房公
积金贷款等多个“一件事” 综合服
务。 各类事项的办理由最初的可办
到易办，服务在迭代，群众体验也在
不断升级，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的改革真谛正在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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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的“新生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