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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新房过新年

■ 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余克俭

“等厨房水槽安装好，我们家的装潢就要完工啦！过去一
年最开心的事，就数建新房了。 ”1 月 21 日，农历腊月十九，
郎溪县十字镇水鸣社区五保居民陈全虎正在家里打扫卫生，
安装厨房生活设施。望着崭新的房子，陈全虎一边介绍，一边
热心地邀请记者走进他的新房。

记者看到，陈全虎的新家有着崭新的琉璃瓦面、雪白的
墙面、硬化的门坪，美观又结实，客厅和卧室收拾得窗明几
净，冰箱里放着侄子给他送来的鸡肉和牛肉。“没有党的好政
策，我肯定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虽然还没过年，但我心里比
过年还高兴。”陈全虎告诉记者，自家老房子房龄 30 多年，墙
上长满青苔、屋顶开裂，门窗关不紧，“到了雨天，堂屋、卧室
大漏小漏，水都接不停。后来政府补助 2 万元危房改造资金，
我们自己再凑一点，新房子很快盖起来了。 ”

今年 68 岁的陈全虎是水鸣社区的五保户， 原来住的老
房子因年久失修成为 D 级危房，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去年 3
月在村干部帮扶干部的帮助下，陈全虎提交了农村危房改造
申请。 “经过村、镇、县各级评议、审核和审批，陈全虎的新房
从去年 7 月份开始动工，8 月份就完成了房屋的建设，9 月份
完成竣工验收资金打卡工作。”村干部徐明军告诉记者，新房
建好后，他们第一时间帮老人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 牵动民心。 为按时按质全面完成
2021 年危房改造工作，郎溪县制定印发了《农村低收入群体
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 在原有的排查四
类重点对象基础上扩大至六类对象，包括已脱贫户，边缘易
致贫户，农村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
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
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要求应改尽改，确保农村低收入群
体住房安全有保障。“全镇共排查 824 户，经户申请、村评议、
乡审核、县级审批后有 13 户符合危改条件，其中新建 4 户，
维修 9 户，合计发放补助资金 13.4 万元。 ”十字镇规划建设
中心工作人员周平说。

据介绍 ， 去年郎溪县累计完成六类重点对象危房改
造 66 户，其中脱贫户 26 户，低保户 22 户 ，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 11 户 。 “目前 ，2021 年度全县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的
镇自验收和县级验收已全部结束 ，危改项目资金已全部
拨付完成 。 ”郎溪县住建局副局长魏金海告诉记者 。

郎溪县将继续通过主管部门定期核查，镇村干部、帮扶
责任人走访排查等方式， 常态化排查困难群众住房安全状
况，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把房屋出现安全隐患、符合农村危房
改造项目救助条件的保障对象及时纳入救助范围，持续巩固
脱贫攻坚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作成果。

信访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稳定。 将心比心，带着责
任、带着感情解决好信访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才能把矛盾
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

用心接访 恪守为民之责

■ 本报记者 朱茜

答疑释惑

讲好政策 周到服务

每逢周一、周三、周五，天刚蒙蒙亮，家在
太湖县人民路粮贸小区的吴中庆就会前往县
中医院。吴中庆是该县城管局环卫所的退休职
工，早已养成每日早起的习惯。 “到点就自然醒
了，起床后去中医院做肾透析。 ”吴老告诉记
者，他在医院做透析已经有好几年了。

去年 7 月，吴老给安庆市医保局写了一封
投诉信。 据了解，以前太湖县两院血液透析患
者门诊费用结算，一般采用每月月底结一次总
账的方式，不久前安庆市因基金监管和业务编
码贯标工作要求， 费用结算方式发生改变，需
要分次结账。 得知这一情况后，吴老心里犯嘀
咕： 这是不是不相信群众？ “历来都是月底结
账，多年来也没有人少交一分钱。 这样做不仅
增加了医护人员工作量，也增加了我们患者的
麻烦。 ”他便多次找医护人员讨要说法，但问题
一直未得到解决。

投诉信经安庆市医保局转办后，太湖县医
保局立即安排医保经办人员上门宣传解释政
策，说明改革是为了加强基金监管，防止医院
骗保现象的发生。医保局还与医疗机构会商优
化结算流程，在血透病区设立结算窗口，为患
者即时办理结报。经过流程优化，吴老发现，现
在结算比原来更方便。 “医院护士每次开好发
票，都亲手送到我们患者床头，我们不用自己
排队缴费了。”吴老告诉记者，他很感动。为此，
他还给该市医保局写了一封感谢信。

与吴老一样，来安县的贾秀英对医保相关
的政策也存在疑问。 “之前一直是 150 元，但去
年 10 月份门槛费提高到了 500 元， 我一开始
想不明白。 ”贾秀英告诉记者，她在当月向省信
访局写信反映其抑郁症门诊慢性病门槛费提
高，希望解决用药负担增加的问题。

该信件由省信访局转交至滁州市信访局
后，由来安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包案化解。 该县
新安镇主要负责同志和县医保局业务人员来
到贾秀英家，向她仔细解释医保政策，并细致
算了账。 据了解，去年 5 月起，省、市医保政策
调整， 抑郁症等慢性病年度内一次起付线从
150 元提高至 500 元，但报销比例则由 65%提
高到 80%，长期来看，如果医疗费用较大的话，
实际上对老百姓更加有利。 理解了政策，又仔
细算账后，贾秀英和丈夫都感到满意。

医疗保障不但事关民生福祉， 而且政策
性很强 。 老百姓之所以信访 ，主要原因是对
政策不理解。 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及时做好政
策宣传解读 ，让老百姓准确理解和认识医改
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对他们
一时理解不了而反映的问题 ，各级信访部门
和领导干部应充满耐心 、带着感情帮老百姓
解决实际问题。

化解琐事 及时受理 务实办理

“厕所问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绕
不开的大事。 我那时候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向上级写信反映问题，没想到这
么快就解决了咱们的难题。 ”近日，芜
湖市镜湖区赭山街道团结二村的李
大爷笑着对记者说，现在厕所内部环
境焕然一新。

据了解， 团结二村部分居民楼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单位筒子
楼，在当时的设计结构规划中，此类楼
房住户室内没有独立卫生间，小区内
仅有一座公共厕所。 此前虽进行过一
轮升级改造，但蹲位较少问题依然存
在。 小区老年人群体较多， 有时甚至
因为如厕排队等问题发生口角冲突。
因厕所问题，街坊邻居怎么变成这样
了？ 李大爷便向国家信访局写信反映
自己所住小区公厕的这一问题。

在省、市信访部门的跟踪督导下，
镜湖区赭山街道办事处联合区环卫
所， 多次对团结二村公共厕所进行实
地勘察，走访住户，收集民意，组织“两
代表一委员”、 街道党政负责同志、承
办单位负责同志和群众代表现场听
证，务实优化方案，按照二类城市公厕
标准， 对团结二村公共厕所进行升级
改造。 改造后的公厕适当增加了蹲位
数量，为小区老百姓打开了一扇“方便
之门”。

老旧小区改造是老百姓看得见、
摸得着的民生项目。小区环境美好了，
老百姓的幸福感才会实打实提升。

近日， 在淮南市谢家集区新华二
村小区，记者看到，经过改造后的小区
更加整洁美观。 新华二村小区的居民
纷纷表示，原来出门黑灯瞎火的，走路

都怕跌倒，现在路灯装好了，晚上出去
遛弯、锻炼也方便了。

据了解 ，去年 4 月 ，家住新华二
村的路建国给区政府写信，反映其居
住小区楼体外侧的安装孔已经打好
数月，仍未安装路灯的事。 该小区属
于老旧小区， 楼体已经开始老化，防
水功能减弱，裸露在外的钻孔开始漏
水，影响居民居住。

谢家集区和立新街道接到诉求
后，立即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实地调查
走访，当日就拿出了解决方案。 考虑
到老旧小区楼体实际情况，路灯设施
不再采取墙面架设方式，改为在道路
两侧设置立杆式路灯，现路灯已投入
使用。为防止再有安装孔漏水现象发
生，墙体外侧原有安装孔采用建筑填
充材料进行填实处理。

·延伸阅读·

构建“家门口”信访服务体系
近年来， 我省各地严格落实

属地属事主体责任， 统筹各方面
行政资源，着力形成 “信访联治 、
矛盾联调、 工作联动” 的工作格
局。 同时，持续加大特色工作室投
入，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将工作
触角延伸至街镇、村居，积极构建
“家门口”信访服务体系。

安庆市积极传承和

发扬 “六尺巷 ”典故中蕴
含的“谦和、礼让、和谐、友
善”的传统文化，在市、县
两级信访接访中心设立

“六尺巷”信访工作室，组
建由律师 、“两代表一委

员”、 教育卫生方面心理咨询师、
“五老”、社区工作者等参与的信访
工作志愿者资源库，对长期难以解
决的老问题以及疑难复杂信访事

项，开展矛盾调解、心理疏导和政
策解释等工作。 安庆桐城市对“六
尺巷”“乡贤”“三孝”等地方特色调
解工作方法进行再总结、 再提升，
用“让”的精神解怨气，用“和”的理
念顺心气，用“礼”的教化明事理，
用“法”的底线化信访，切实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亳州市打造 “律师超市 ”品
牌， 在市、 县信访接待中心设立
“律师超市”，组织律师参与接访，

释法说理，解疑答惑 ，调解化访 。
该市市、县 （区 ）两级信访接待大
厅均建立了 “律师超市 ”，共 540
名律师入驻“超市”。 群众可通过
“律师超市”公示信息全面了解律
师个人执业情况及其所在的律师

事务所信息， 并根据需求选择法
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为自己服务 ，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宿州、池州、淮北等市通过建
立“枫桥式”信访联调室、“信访工
作专家库”、“平安会客厅”等多种
形式， 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信
访问题化解。

（本报记者 朱茜 整理）

“我儿子身体不好，一直在住院治
疗，家里条件不好，平时挣点钱真心不
容易，感谢政府帮我儿子讨回工资。 ”
近日， 打工人陈某的母亲激动地对记
者说。

去年 12 月 15 日， 在巢湖市信访
局联合接访中心， 陈某和周某领到了
被拖欠的工资。“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
么快， 咱们都想尽快拿到工资回家过
年。 ”现场拿到工资后，两人紧紧握住
工作人员的双手，开心地笑了。

事情的起因还要推到一周前。 12
月 8 日，巢湖市某公司员工写信向上
级反映，有两名家庭生活困难且身体
健康状况较差的工友周某、 陈某，在
该公司施工项目中被拖欠工资共计
89370 元。 巢湖市主要负责同志获悉

诉求后 ，当天即作出部署 ，成立工作
专班进行会商研判，全程督促有关企
业尽快筹集资金支付陈 、 周两人工
资。

巢湖市信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专班一方面派人前往合肥八院，对
正在住院治疗的陈某进行询问笔录，
同时电话联系在合肥务工的周某，切
实掌握欠薪证据。 另一方面督促开发
商孙某， 要求其尽快筹集资金支付陈
某、周某两人工资。 经过多轮协调，孙
某于 12 月 13 日晚将资金汇至属地托
管账户。前后不到一周的时间，该诉求
得到圆满解决。

第一时间受理， 全程督办处理。
全省各级信访部门第一时间阅批和
交办群众来信， 积极构建领导带头、

主官领办的信访工作机制，着力提升
领导干部开展信访工作质效。 今年以
来 ，巢湖市积极畅通信访渠道 ，坚持
领导阅批群众信件制度 ，树立 “写信
真管用 ”鲜明导向 ，不断完善来信受
理 、办理 、反馈 、评价闭环机制 ，推动
矛盾及时有效化解 。 去年 1 月至 11
月， 巢湖市领导共阅批群众信件 201
件，均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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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难题 主动回应 全程督办

餐饮盲盒不应成法律盲区

前不久，肯德基盲盒引发消费者疯狂抢购，有网友一次
性花费 10494 元直接购买了 106 份套餐， 有人在网上请人
“代吃”……疯狂的冲动消费背后出现食物浪费行为，一些消
费者将吃不完的食物直接丢弃。 中消协针对此事发声：肯德
基利用限量款盲盒销售手段，诱导并纵容消费者不理性超量
购买食品套餐，这一做法有悖公序良俗和法律精神。

有网友称，“大家都是奔着盲盒去的，食物能不能吃完不
在考虑范围内。”疯狂的盲盒利用消费者猎奇心理，餐饮商家
以饥饿营销手段刺激消费，容易导致消费者为了获得限量款
盲盒而冲动消费，并因超量购买造成无谓的食品浪费。

去年 4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公布
并施行，明确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自觉抵制食品浪费，提示
消费者适度消费，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额消费，造成食品
浪费。 除反食品浪费法外，去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
总局等四部门发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提出各级商务部
门采取措施，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分餐服务、向社会公
开其反食品浪费情况。

商家大肆饥饿营销，种种乱象不断衍生。然而，相关监管
部门处罚力度也非常有限，现实当中的反食品浪费主要依靠
道德约束， 真正落实到监管和处罚层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商业行为导致食品浪费问题，与我国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传统美德相悖，更违背反食品浪费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
对超出限度的食品浪费行为加以规制。

餐饮盲盒浪费食物应当抵制， 盲盒经营也必须要合法，
这条销售红线必须遵守。 盲盒玩法相对简单又新颖刺激，迎
合年轻人图新鲜的消费心理。疯狂的盲盒令成年人都欲罢不
能，对未成年人来说更是难以抵挡。 “如果不拆下一盒，你永
远不知道隐藏款是什么样子。 ”据调查显示，盲盒消费者中
“95 后”占比近 4 成，很多中小学生难逃盲盒的诱惑。

有的小学生为抽到隐藏款，连续购买装有 24支笔的套装
20套，花费 2000余元；还有孩子数次向家长要钱购买盲盒，导
致精神恍惚，严重影响学习。 未成年人缺乏判断力、辨别力和
成熟消费观，面对盲盒的新奇刺激，容易导致上瘾，助长投机
心理，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人格养成产生负面影响。

为此，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 《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
引》，为盲盒经营划出“红线”：不得向 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
售盲盒，单个盲盒售价一般不超过 200 元，不得销售活体盲
盒等，传递出规范盲盒经营、保护未成年人的强烈信号。不仅
如此，消费者应摒弃讲“面子”和讲“排场”思想，不攀比、不炫
耀、不浪费，对商家的诱导消费行为要擦亮眼睛，拒绝沦为商
家眼中的“韭菜盒子”。 执笔：张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