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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宣金祥 熊俊风
本报记者 李 浩

近日，天长市杨村镇龙集社区 77
岁的田登才吃罢早饭，像往常一样拿起

砍刀和绑着网兜的长竹竿，来到社区前

的铜龙河边开始巡河，打捞河道漂流

物、清理杂草。“我们社区是全市人居、

水生态环境建设的样板，要靠大伙儿都

出一份力才能保持住这个好环境。”田

登才感慨道。

就在两年前，田登才还是上访多年

的“老访户”。“转身”成为积极的支持拥

护人，源于该市开展的清廉乡村建设。

2021 年 4 月，龙集社区作为天长市、杨

村镇两级清廉乡村建设试点村，从阳光

村务建设、民主决策入手，对土地征用、

兴办公益事业、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事

项，通过居民说事会、民主协商会等形

式，充分听取居民代表意见，推动社区

事务群众全面参与。

同时，在市、镇纪检监察机关和民

政部门指导督查下，龙集社区建立村级

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修订完善了社区财

务管理办法等 20 多项制度，全面规范

财务资金、工程项目、资产资源租赁发

包等村级事项管理，并加强监督确保制

度执行到位。

看到近两年社区事务公开透明，社

区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社区各方面工作

变化大，田登才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

变。不仅主动息访，还积极支持社区工

作，报名成为“河道环境保洁员”，被大

伙儿称为“民间河长”。“清廉乡村建设，

从里到外都改变了我。我作为居民代

表，还多次参加民主议事、监督社区事

务管理呢。”田登才掰着指头举例说，去

年 6 月他就参与了《社区小型工程务工

管理制度》的民主修订。

去年以来，龙集社区通过居民说事

会、民主协商会共研究重大事项 36 项，

收集居民意见建议 21个，不仅做到了民

主治理社区，还避免了“一言堂”，激发了

居民参与集体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在乡

村振兴项目资金支持下，龙集社区筹资

420余万元，兴办公益事业 39项。

“清廉乡村建设，彻底改变了我”

■ 本报通讯员 张 蒙
本报记者 朱 茜

“工程项目实施广域网考勤，确保

了中标企业按照投标文件中承诺的项

目负责人等施工班组成员到现场进行

施工，倒逼企业和个人不能、不敢、不愿

再干借用资质、挂靠施工等违法违规之

事。这种精准监管，让我们对工程进展

更放心。”近日，在广德市公共资源交易

工作例会上，该市住建部门有关负责人

在谈到该市特色的广域网精准定位考

勤系统时说。

近 年 来 ，广 德 市 数 据 资 源 管 理 局

按照“技防+人防”的理念，运用“互联

网 +”模 式 ，在 充 分 借 鉴 工 程 项 目 IFA
考勤机制的基础上，与本地网络供应

商合作，研发政府投资类建设工程项

目 广 域 网 考 勤 系 统 。 系 统 按 项 目 金

额、类别等，分别对项目负责人等关键

岗位人员进行考勤，并建立考勤内容

公示平台，实时披露考勤人员姓名、岗

位 达 标 率 等 内 容 ，强 化 部 门 日 常 监

管。同时，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实现

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

为进一步提升监管能力，该局还以

考勤机终端为突破口，对终端硬件可操

作功能进行大幅度删减，取消所有可接

入端口，仅保留人脸录入和定位功能。

同时，将考勤信息采集方式优化为“实

时上传系统一步存储”，切实保证数据

真实、准确。

“目前，我们的考勤终端已经完成

了四次迭代升级，一代依靠指纹验证，

二代新增了人脸识别，有效破除指纹膜

易造假问题，三代加入了无线定位模

块，防止考勤机被带离施工现场的行

为。在 4.0 版本考勤终端，我们增设了

电子围栏，进一步提高了考勤的安全

性、稳定性和精准度。”该局市场监察科

科长汪光荣介绍，对考勤结果不合格的

企业，根据招标文件中考勤须知的规

定，按不同情况对企业进行处理。

“今年以来，累计对 30 个项目考勤

140 人次，8 家企业因考勤不合格进行

扣信用分处理，对 5 家企业下发违约处

理决定书并扣除相应违约金。有力遏

制了违法违规行为，对提升工程建设管

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广德市数

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吴红胜表示。

“精准监管，让我们更放心”

■ 本报记者 殷 骁

“ 获 奖 是 对 我 的 鼓
励，希望更多‘残友’都能
乐观对待生活”

——写出人间大爱，文
学讴歌新生活

4月 16日，由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

指导，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

会联合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举办

的第二届全国残疾人文学创作研修班

在合肥开班。本次研修班为期 6天，邀

请了来自 20 个省（区、市）的 33 位残疾

人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参与培训。

“希望广大残疾人作家、文学爱好

者，以饱满的热情书写新时代中国故

事、残疾人故事，写出人间大爱，以无

障碍的真情和心灵感受滋润他人。”开

班式上，中国残联副主席、中国助残志

愿者协会会长吕世明勉励大家。合肥

籍残疾作家王庆九表示，授课的专家

学者讲解有深度、有亮点，干货满满，

自己受益匪浅。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

疾人事业的发展，社会对残疾人文化

艺术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4 月 18 日，

安 徽 天 鹅 湖 无 障 碍 善 缘 书 店 正 式 揭

牌 ，该店占地面积 1600 多平方米 ，是

目 前 全 国 最 大 的 无 障 碍 特 色 书 店 。

该书店多个设施都进行了特殊设计，

方 便 特 殊 人 群 阅 读 ，并 设 置 了 张 海

迪、史铁生、海伦·凯勒等残疾人作家

作 品 专 区 ，提 供 盲 文 和 大 字 版 图 书 。

“无障碍书店的最大意义是让残障人

士 能 和 健 全 人 一 样 ，平 等 地 接 触 知

识。”书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 获 奖 是 对 我 的 鼓 励 ，希 望 更 多

‘残友’都能乐观对待生活。”谈起获得

省第八届残疾人读书达人演讲大赛冠

军和最佳人气奖，灵璧县残疾人沈雷

说。患有先天性脑瘫的他，从小行走、

交流困难，无法正常入学。但沈雷并

未自暴自弃，而是每天跟着电视字幕

反复识记汉字，并在 2年内“翻烂”了一

本词典，实现了无障碍阅读。

沈 雷 家 的 书 架 上 摆 满 了 各 类 书

籍，有些书上，他还写下了标注和阅读

感受。正是平时的积累，为沈雷打下

了扎实的阅读基础。在本届大赛上，

沈雷把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身残志

坚、不甘平凡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获得现场观众多次热烈掌声。

2014 年至今，省残疾人读书达人

演讲大赛已举办八届，每届都评选出

优秀的残疾人读书达人，借助阅读演

讲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推动残疾人事

业发展，让广大残疾人朋友实现精神

生活有寄托、融入社会有尊严、幸福指

数有提升。我省还组织社会各界开展

志愿者助读、出版物捐赠等服务，落实

盲人听书机配置工作，推进“盲人数字

阅读推广工程”。

“ 社 区 173 名 残 疾 人
都扫过码，他们很喜欢这
项服务”

——创新内容形式，服
务精准润心田

打 开 声 卡 ，点 开 录 音 软 件 ，对 着

麦 克 风 开 始 录 制 有 声 小 说 ，这 是 合

肥 残 疾 人 马 琼 每 天 的 一 项“ 必 修

课 ”。 听 众 可 能 很 难 想 到 ，这 位 能 绘

声 绘 色 播 讲 的 音 频 主 播 是 一 位 坐 着

轮椅的残障人士。

14 岁因意外导致截瘫后，马琼丧

失了大部分劳动能力，被迫在家歇业

多年。2017 年，她接触到有声行业，注

册成为喜马拉雅音频分享平台一名音

频主播。“现在录制了 10 多本有声书，

平均点击量十多万次，最多的一本达

到一亿多次。”马琼告诉记者。

对残疾人，特别是盲人来说，“听

书”是一个重要休闲方式。 2021 年，

合肥市残联通过“互联网+有声分享”

的形式，举办市残疾人线上读书演讲

活动，活动收集 156 条优秀作品，收录

在 喜 马 拉 雅 音 频 分 享 平 台 相 关 专 辑

中，收听量 20 多万次。马琼等 5 位优

秀残疾人主播也与合肥市残联、喜马

拉雅安徽运营服务中心签约，在喜马

拉雅“合肥市残联电台”官方账号上，

为广大听友宣传涉及残疾人的政策，

讲述身边残疾人的感人故事。目前，

合肥市残联已在喜马拉雅发布 484 段

音频，并拥有为数不少的粉丝。

2021 年，合肥市西园街道光明社

区与相关爱心企业合作，引进免费海

量音频资源，辖区残疾人只需扫码，即

可在手机听书 App 上免费获取音频资

源。“社区 173名残疾人都扫过码，他们

很喜欢这项服务。特别是中老年残疾

人，视力较差、文化程度有限，听书带

给他们很多快乐。”光明社区党委副书

记王洁告诉记者。

每月请专业人士前来教授剪纸、

插花、书法等技巧，提供义剪、义诊等

服 务 ，节 假 日 组 织 棋 牌 类 、投 壶 等 游

戏比赛，光明社区的助残文化活动精

彩丰富。同时，该社区孵化的景美巾

帼志愿服务队还开展了上门陪伴、家

电 维 修 、无 障 碍 环 境 宣 传 等 活 动 ，把

关 怀 和 温 暖 带 给 残 疾 人 。“ 随 着 生 活

水平提高和政策不断落实，残疾人文

化 娱 乐 、沟 通 交 流 等 需 求 更 加 旺 盛 ，

志 愿 服 务 也 要 贴 合 残 疾 人 需 求 。”该

服务队负责人刘景美说。

“ 社 区 通 过 各 种 活
动，鼓励我多走出家门，
感 受 和 享 受 新 时 代 的 好
生活”

——不断丰富供给，共
享发展新成果

“多年来因为照顾残疾儿子，几乎

没出过家门。县残联组织我们参观凌

家滩考古遗址，让我心情非常舒畅。”3
月底，含山县陶厂镇残疾人亲属王大

姐高兴地说。该县残联组织 28名残疾

人及其亲属，参观凌家滩考古遗址公

园，为他们提供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开拓视野的机会。

每个残疾人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

家庭。家属长期照看残疾人，精神和体

力消耗极大。“喘息”服务意在满足这些

残疾家庭和残疾人需求，缓解看护者疲

劳。今年以来，含山县残联为残疾人及

其亲属推出包含家政保洁、心灵陪伴、

文化支持等内容的“喘息”服务，受到残

疾人家庭欢迎。“我们将不断改进服务

方式，引领更多社工组织和社会志愿力

量，为残疾人家庭送去更多温暖和便

利，帮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该

县残联理事长尹寿军告诉记者。

《安徽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

发展规划》提出“提升残疾人公共文化

体育服务”，要求鼓励残疾人参加公共

文化活动，持续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

化活动，推动基层创建一批残健融合

文化服务示范点，更好满足残疾人文

化需求。多年来，全省各级残联通过

开展残疾人文化周等活动，紧扣残疾

人精神文化需求，以高质量多样化文

化供给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县残联量身定制的多功能投掷

训练椅，为我夺冠立了大功！”4 月 23
日，谈起在省第八届残运会上的表现，

萧 县 残 疾 运 动 员 李 振 十 分 欣 慰 。 去

年，他在省残运会铅球、铁饼项目中夺

得两枚金牌。萧县残联为他配备了训

练椅，帮助他改善训练质量。

去年，省第八届残运会在滁州举

行，500 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滁州

市也多次组织开展各种棋类比赛、乒

乓球、轮椅太极拳、轮椅柔力球等群众

基础深厚、符合残疾人特点的活动，使

文化体育健身成为残疾人日常生活重

要内容。

“社区通过各种活动，鼓励我多走

出家门，参加一些简单、适度的体育锻

炼活动，感受和享受新时代的好生活，

也让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光明社区残

疾居民阿龙（化名）说。该社区党群活

动中心设置了专属停车位、无障碍过

道、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为残疾人参

与文化生活创造条件。

近年来，全省各地以活跃残疾人

文化生活为目标，以基层社区为基础，

依托公共文化设施和场地，就近就便

组织开展健康向上、形式多样、特色鲜

明的文化体育活动，引导广大残疾人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推动基层残疾人

文化体育活动深入开展。“十四五”期

间，我省还将实施残疾人康复健身体

育行动，将残疾人作为重点人群纳入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文化助残文化助残 传递温暖传递温暖

■ 殷 骁

与康复训练、帮扶救助相比，文化

建设对残疾人的意义同样重要。近年

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好政策

不断延伸，不少残疾人不再满足于眼

下的物质生活，对文化生活的渴望和

追求也很强烈。而残疾人也需要文化

滋养，他们只有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更

好地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更好地融入社会。

残疾带来的不仅是行动不便和身

体痛苦，也是对残疾人精神世界的考

验。能否正确面对残疾，如何走出自

怨自艾、萎靡消沉的状态，关系到残疾

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因而，对残

疾人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引导就显得十

分必要，推动残疾人文化建设事业发

展，为残疾人提供应有的公共文化服

务，是关心关爱残疾人的务实之举，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身体障碍并不会妨碍残疾人参与

社会文化活动，残疾人艺术团体的蓬

勃发展、残疾人踊跃参加社区文体活

动、无障碍阅读设备受到欢迎，均是明

证。近年来，随着爱残助残的社会氛

围日益浓厚，残疾人参与社会文化活

动 的 条 件 越 来 越 好 、机 会 越 来 越 多 。

音乐厅、美术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

馆的无障碍环境逐步提升，助残志愿

服务更精细化，残疾人艺术团体训练

条件更完善，演出机会更多，教授残疾

人文艺技能的方式更智能化、效果更

好。文化活动对残疾人益处多多：培

养他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帮助他

们掌握引以为傲的文艺特长，给予他

们走出家门、与人交流的机会。

为残疾人提供文化滋养和服务，

能让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当前，以

残疾人为主体的公共文化政策还不是

很丰富，面向残疾人的有针对性的文

化服务手段单一，供给合力未能有效

发挥。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政策聚合

有待加强。相关方面应适时出台以残

疾人为主体的公共文化相关政策，切

实将残疾人文化建设纳入本地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统筹规划、同步实施；整

合资源、因地制宜，推动残疾人文化活

动常态化发展，持续引导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残疾人文化建设，让更多“文化

大餐”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文化大餐”必不可少

■ 本报通讯员 吕 华 王从敏
本报记者 李明杰

“村服务大厅设置了‘医保服务直

通车’，将医保服务延伸到家门口，让我

足不出户 ，钱就打到卡上了 。”4 月 25
日，正在家中忙碌的郭传兰向记者展示

了她本月收到医疗救助款的打卡信息。

郭传兰今年 57 岁，是来安县水口

镇拥巷村村民。因患有乳腺肿瘤，她身

体一直不好。今年初，村医保信息员得

知其情况后，主动上门宣传医疗救助政

策，收集相关资料，帮助她代办医疗救

助，解决了她的难题。

“我们按照‘一刻钟医保服务圈’基

层示范点建设要求，在镇便民服务中心

和各村便民服务站设置医保窗口，提供

‘医保服务直通车’服务。”水口镇医保

管理员周兰翠介绍说，镇里配备 2 名乡

镇医保管理员，村里配备 1 名医保信息

员，制定了一套服务清单、建立了一套

管理制度、印制了一套宣传资料、优化

了一套服务流程。县医保局为镇医保

窗口配备了一台医保自助服务终端，切

实将医保服务延伸到“家门口”。

为了提升村民医保政策知晓率，水

口镇还通过村民会议、“小喇叭”、宣传

栏、发放宣传资料、入户宣传、微信等方

式，广泛开展医保政策宣传和上门服

务，提高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

去年 9 月份，来安县围绕解决人民

群众医保服务方面痛点、难点、热点等问

题，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启动了“医

保服务直通车”服务。“我们通过打造‘一

刻钟医保服务圈’，推进经办服务事项下

沉。”来安县医保局局长耿林介绍，各乡

镇通过窗口优化、人员配置以及标准化

机制建设，大幅缩减了业务办理流程和

时限，实现医保经办事项“零跑腿”、部分

申办项目“零材料”、服务参保“零距离”，

全面激活了医保服务神经末梢。

据介绍，目前，来安县已建成 97 个

“一刻钟医保服务圈”基层服务示范点，

遍布全县各乡镇及绝大部分村（社）。

乡镇可直办和代办医保事项 19 项，村

（社区）可直办和代办医保事项 17 项。

全县累计提供征缴、救助等医保经办代

办服务近 40万人次。

“‘医保直通车’，将服务延伸到家门口”繁荣残疾人文化艺术繁荣残疾人文化艺术，，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是完善残疾人关爱是完善残疾人关爱

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残疾人文化艺术事业我省高度重视残疾人文化艺术事业，，让残让残

疾人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疾人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能享受到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能享受到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 日 前 ，在 合 肥 市 十 里 庙 小 学 ，残 疾 人 运

动 员 参 加 合 肥 市 第 五 届 特 奥 运 动 员 蜀 山 区

选拔赛。 本报通讯员 葛宜年 摄

◀ 4 月 22 日，第十一届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

在合肥开赛。图为参赛选手正在进行保健按摩项目的

角逐。 本报记者 许 昊 摄

·幸福一刻·

·幸福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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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六安市金安区东市街道建来社区友谊南苑小区，志愿者用便携式

检测仪为老年居民测量血压血糖、做心电图。 本报通讯员 田凯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