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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霍家店街道政协委员工
作室，坐在电脑前的李士昌等几位村民高兴得合不拢嘴。他
们之前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副县长“面对面”的答复。李士昌
说：“这得感谢县政协的协商推动。”

百姓事无小事。前不久，李士昌等村民把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室医疗设施老化、群众就医条件差等问题反映到街道
政协委员工作室。邵守富、徐福一、高俊祥等几名政协委员
深入调研、了解情况后，撰写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梨树县政协及时将建议以社情
民意专报的形式，报送梨树县人民政府。

这则社情民意很快得到了梨树县政府领导的重视，要
求相关部门尽快关注改善这一民生问题。梨树县卫生健康
局针对社情民意信息中提到的问题，开展行业自查整改，加
大基础设施投入，制定《梨树县2021年基层卫生人才能力
提升培训项目实施方案》，依托基层卫生能力建设平台，对
66名基层卫生人员开展线上线下培训考核学习，还开展了

“县聘乡用”“乡聘村用”计划等。
以民生福祉为先，以人民期盼为念。梨树县政协广泛听

取民意、真切了解民情、真实反映民愿，让社情民意真正成
为反映民情民意、实施民主监督、推动工作落实、促进科学
决策的“直通车”。

（宋军）

吉林梨树县政协：社情民意
“直通车”破解群众“看病难”

“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你们还能想到
我这个癌症病人，我感到很激动，我要积极
配合医护人员做核酸……”2022 年 1 月 18
日，是范彦峰做志愿者的第 24 天。这天，一
位 80 多岁的老人将自己亲手写的感谢信递到
了范彦峰手中。

老人是一位癌症患者，孩子不在身边，
平日和老伴相依为伴。小区因新冠肺炎疫情
被封控管理后，居住在 25 楼的她干脆把自己
封闭在了家里，不再和旁人交流。作为志愿
者的范彦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每次借着上
门做核酸的机会，多和老人聊聊天，想方设
法让老人感受到温暖。一次次的宽心和暖心
话语终于让老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封感
谢信，也让范彦峰的心感到了些许宽慰。

范彦峰是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政协委
员。说起第一次穿上防护服成为一名“大
白”的经历，42 岁的范彦峰脸上露出了笑
容。他告诉记者，面对西安这一轮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2021年 12月 23日，陕西省
政协发出了 《携手战“疫” 战必胜——致
全省各级政协委员的一封信》，号召委员们团
结起来、行动起来，在全力以赴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中展示担当作为。作为
一名政协委员，他第一时间响应政协组织号
召，投身到防疫阻击战中，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做到“疫情不退，
我不退”。

12 月 25 日，在捐出一批医用防护用品
后，他总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做些什么。“再小
的支持也是一份力量”，正是这样的想法让范
彦峰自告奋勇作了一名志愿者。

融侨馨苑小区有 3 万多户居民。成为志
愿者后，范彦峰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给
红码和黄码的居民上门做核酸。尽管接触的
都是高危人群，甚至可能是被感染人员，心
里难免会掠过一丝担忧，但是从穿上防护服
的那一刻起，范彦峰心里就有了沉甸甸的责
任感。

每天，范彦峰和志愿者队友们从楼层的
最高层开始，一直检测到最低一层。在为每
户做完核酸检测后，他还要给医疗垃圾袋的
封口、每户的门把手消杀，甚至每个楼梯死
角都要反复消杀到位。本就做事认真的他知
道，在这个特别时刻更要做到细致周全、万
无一失。

志愿者的工作没白没黑，随时都可能被
24 小时保持开机状态的手机从熟睡中“喊”
醒。12 月 31 日，政府给市民免费发放蔬菜，
晚上 11 点多，蔬菜送到了小区。范彦峰和志
愿者们立即行动起来，把信息发到小区微信
群里的同时，担心漏掉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
的住户，他们又挨家挨户敲门，送菜上门。
就这样，不知道爬了多少层楼梯，直到小区
住户一户不落地拿到了免费蔬菜。忙完已是
凌晨两点。看着小区居民在微信群里不断表
达着对党和政府的感谢，范彦峰和他的志愿
者伙伴们感觉心里很“甜”。

范彦峰说，生活中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人
生难得的收获。1 月 20 日，大寒节气，骤降
的气温似乎凝结了整个冬天的寒气。他和志
愿者们依然坚守岗位，拍下了和志愿者们一
起工作的画面，“再坚持一下，曙光就在眼
前”，他在朋友圈这样留言。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一起逐步回归
久违的日常生活。”但范彦峰也很坚定地表
示，他会始终按照政协组织“疫情不退，我
不退”的要求，把志愿者的岗站到疫情彻底
消除的那一天。“通过这次疫情，更深刻地体
会到，政协委员不仅是荣誉，更多的是责
任。”他说，在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应该
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去书写“履职为民”
的使命与担当，展现一位新时代政协委员的
新风采。

疫情不退 我不退
——西安市莲湖区政协委员
范彦峰的“抗疫”故事

本报记者 路强

“老乡，现在疫情防控形势很严峻，最近
要是村里有境外过来的或者要出境的村民，
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你们平时也要少出门、
少聚集。”近日，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
族自治县曲水镇的护边员们正挨家挨户地进
行防疫政策宣传，全面提升村民的防疫意识。

曲水镇地处中老越三国交界处，国境线长
达74公里。面对当前境外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全镇设立32个卡点，投入300余人力，全
力开展边境疫情防控工作。守边人员不仅承担
着繁重的工作任务，还随时面临着由于山路泥
泞，滑坡时有发生而引发的翻车、摔伤等危险，
有时还会受到熊、蛇、豹等野生动物的威胁。

如何保障守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切身利

益引起了江城县政协的高度重视。政协随即将
“强边固防、联防联控、坚守国门”问题纳入“协
商在基层”协商议事主题，并派出调研组深入曲
水镇龙洞河、龙富通道、康平镇勐康口岸等12
个边境卡点听取守边人员和村民们的心声诉
求，收集到大量一线素材后，决定在抵边村寨曲
水镇坝伞村龙洞河小组召开协商议事会。

“大家保持安静，现在开会……”协商议事
会上，江城党政相关领导、政协委员和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曲水镇党政班子、村两委、市驻龙洞
河卡点疫情防控突击队员、驻村工作队员、村组
群众代表等围绕主题展开热烈协商讨论。

县政协委员蔡美芬提出：“我们镇通过实施五
户或十户联保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现在仍有

部分群众不理解不支持，如何提高群众的防疫意
识，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希望大家都来出出主意。”

县政协委员李启学建议，配强村组干部和
党支部班子，重新修订村规民约，奖罚并举，与
抵边奖励政策结合，加大执行力度。

“我们已经将不积极的守边队员进行了及
时更换，并正在推进重新修订村规民约工作，拟
将这项写进其中形成制度，解决队伍或思想问
题。”镇党委书记王翔回应道。

网格员赵勇说：“部分群众积极性不高，有
的甚至不想打疫苗，不想做核酸检测。我认为群
众也要培训。”

“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反映一下问题。我
们护边员任务繁重，不仅日晒雨淋，还要面对毒

蛇猛兽、洪水塌方等危险，我希望尽快将护边员
的工资补助落实到位，解决我们的保险问题，这
样大家才能更好地投入守边护防的工作。”龙洞
河小组组长白国相说道。

参会的副县长王葵对白国相的意见十分重
视，她表示：“全县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离不开守边人员的辛苦付出，针对大家的工资
问题一定尽快协调解决，决不让大家流汗再流
泪。目前，县里已经为大家购买团体意外险，保
额为50万元。”

民兵蔡浩伟提出：“民兵队伍在边境卡点一
线执勤巡逻，非常辛苦，但相关配备不及时。如
民兵的制服长期日晒雨淋，十分破旧，希望尽快
配备新服装。”

王翔答复：“民兵巡逻服装问题已向县武装
部汇报，正在统计尺码，随后就能完成。”

……
在一问一答、你来我往的协商氛围中，各方

的意愿都得到充分表达，并达成了共识。当地党
委政府负责人的有问必答和积极解决问题的态
度，让参会的守边群众感到十分暖心。大家纷纷
表示：“这次协商议事会对我们守边人员给予了
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请党和国家放心，我们一定
竭心尽力守护好国门，守护好家园。”

“请党放心 守边有我”
——云南省江城县政协以“协商在基层”助力边境疫情防控记事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李启学

“一张圆桌拉近了大家的距离，让我们面
对面地跟各部门领导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
我看他们很认真地记录，小本子写得满满当
当。希望这样‘管用’的协商会能多搞几次，真
是解决了我们老百姓的大问题。”近日，重庆
市渝中区政协上清寺街道美专校社区的居民
代表开心地说，这场开在家门口的“圆桌会”
让政协委员、居民代表、政府部门代表围坐一
堂，协商解决了百姓的“急难愁盼”。这是重庆
市渝中区“渝事好商量”协商会现场。

会上，渝中区政协委员税凌燕提出在嘉
陵小区外马路边增设公交站点的议题。税凌
燕介绍道，3201路从牛角沱枢纽往鹅岭公园
方向，在嘉陵新路茶泡饭餐馆附近设置了“三
层马路站”，而这个位置附近的居民较少，大
多是游客。对于居住在距离“三层马路站”大
约四五百米远的嘉陵小区一带居民来说，乘
坐3201路就需要走上一段距离。通过实地调
查走访后，税凌燕认为增设站点具备可行性。

听完政协委员与居民代表的发言，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作出积极回应。

“在嘉陵小区增设站点的方案是可行

的。”渝中区交通局副局长杨毅当即表示，嘉陵
小区未来可增设站点，能进一步满足群众出行
需求。

“立即解决，增设站点。”重庆公用站台设施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伟表
示，针对在嘉陵小区增设站点的问题，他们已经
进行了现场查勘，并将在近期完成站点设置工
作。同时针对居民们提出的上下班高峰时间段
班次较少问题，将进一步研究高峰期增加小巷
公交班次的可行性。

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协商会的现场也响起
了热烈掌声。

“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是渝中区在重庆市

政协的指导下，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
衔接的有益探索。“‘渝事好商量’关注的是与老
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小事’，问题不
怕难，总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怎么商量。”渝中
区政协负责人说，只要把老百姓装在心里，遇到
事情商量着办，难事一定能够解决。

在当天的协商会中，渝中区政协委员提出
的7个议题均得到了相关部门（单位）的积极回
应，并收获了各个社区的居民代表点赞认可。而
这仅是渝中区政协推进“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
建设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自大溪沟街道首次举行现场协商
会以来，朝天门、化龙桥、南纪门、大坪、两路口

等10个街道也已陆续开展协商，137名委员参
与，围绕“老旧小区更新改造”主题，选择协商的
老旧住宅电梯加装、高层楼宇消防安全、公共设
施完善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
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获得群众广泛好评。

坚持用“小切口”做“大文章”，体现党政所
思与群众期盼的有效统一。渝中区政协严格落
实跟踪问效，协商达成后，政协委员、职能部门、
居民代表要签订协商意见书，并形成协商建议
送交有关部门，要求限时办理，不采纳的需要说
明具体理由，确保“圆桌”协商成果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让群众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问题不怕难 商量解决是关键
——重庆市渝中区政协“渝事好商量”协商会小记

本报记者 黄典

对县级政协组织来说，基础工作薄弱、人
员力量薄弱一直是制约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最大瓶颈。河南省襄城县政协把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和县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主动争取党政支持，创阵地、搭平台，增
机构、加人手，强素质、建制度，着力在解决“两
个薄弱”问题上下真功夫、见真实效。

记者：请您谈一下基层政协组织“两个薄
弱”问题，在襄城县政协都有哪些具体体现？

韩培鑫：“两个薄弱”问题在襄城县政协
主要体现在“三个不足”：政协机关人员力量
不足。专委会数量少，机关人员编制数少，存
在“一人委”等现象。并且机关同志整体年龄
结构偏大，无法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创新意识
不足。部分同志存在“到政协了，能松一松、
歇一歇”的思想，认为政协没有什么具体任
务，开好每年的两会，搞几次调研就行了。触

角向基层延伸不足。部分乡镇领导干部对政协
工作的认识不高，意识不强，很少主动与乡镇
委员沟通，以至于工作开展受到制约；另一方
面，县政协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够，很少组
织委员在乡镇开展活动，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记者：襄城县政协如何破解“两个薄弱”问题？
韩培鑫：取得县委的支持。2021 年 1

月，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孙毅第一时间到县政协
机关，就新时期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进行
专题调研，针对“两个薄弱”问题，孙毅高度
重视，现场答复解决政协人员薄弱问题。同
时，县政府积极作为，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努力为政协履职创造条件。在基
础工作薄弱方面，我们“建阵地、搭平台”。
2020年，襄城县成立了5个“委员之家”、16
个乡镇政协委员联络室，建立驻乡镇县政协委

员活动召集人制度，16名乡镇党委专职副书
记提名推荐为县政协委员，兼任政协委员联络
室主任和政协工作召集人，让基层协商有了

“家”。在人员薄弱方面，我们“增机构、加人
手”。2021年，县政协新增设1个事业单位，
成立了县政协委员联络服务中心，增加了10个
事业编制，有效解决了“一人委”“青黄不接”等
一系列问题。同时，为切实解决政协机关人员超
编等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今后凡是转岗到政协
机关任职的干部，一律不转行政关系。

提升政协自身素质。襄城县政协把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作为首要任务，进一步夯实履职思想基
础。强调学习掌握好专委会工作各项业务知识，
掌握专委会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为此我们推出
了“每周一讲”“人人讲业务”等特色活动，不断

提升自身素质，切实发挥专委会的基础性作用。
襄城县政协还建立完善政协党组成员联系界

别制度，建立党组成员联系界别党员委员、党员
委员联系党外委员的“双联”制度，推动党建工
作两个全覆盖，101位党员委员与155名党外委
员建立了结对联系。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委员管
理，提高委员履职热情，我们还建立健全了《常
务委员述职办法》《委员履职综合评价办法》《委
员分批次列席政协常委会会议制度》等一系列制
度，使基层政协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记者：破解“两个薄弱”问题，襄城县政协
履职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韩培鑫：我们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开
展调研，精心选择教育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
制造业发展等课题开展专题协商调研14次，形
成调研报告14篇，提出意见建议100余条。其
中多篇调研报告，受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重
视，并批转相关部门学习、研究、落实。

基层政协处在联系服务群众的一线，我们立
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为民协商活动。
优选“就医难”“上学难”“停车难”“老旧小区
改造”“居民养老”“农村天然气改造”等切口小
的热点难点议题，采取实地共商、召开协商座谈
会等形式，全年共开展专题协商活动6次，进一
步推进“有事好商量”平台建设，让协商内容贴
近基层、贴近群众的需求，使政协工作更接地
气，更有温度。

基层政协协商有了“家”
——访河南省襄城县政协主席韩培鑫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姚森 孙德伟

“以前我们饮用的自来水经常是浑的，有
时还会断水。这个春节喝上了干净的水，这离
不开市政协的帮忙。”1月25日，安徽宣城市
政协机关春节前走访脱贫村旌德县旌阳镇新
庄村，该村村民祝素井乐呵呵地说道。

饮水安全问题，一直以来是新庄村面临
的难题之一。“最初村民在农田的空地上打
井，从山上引水到井里，用于农田灌溉，同时
满足日常生活饮水。随着退耕还林，农田灌溉
用水少，水井逐渐无人管理，加上原来选取水
井的位置不科学、施工不规范，水井日渐干枯，
村民吃水成了老大难。”新庄村村书记程小平
说，“经过勘察，我们选择山里一处长年不断水
的小河作为水源地，建设饮水工程。但山里天
气多变，每当遇到大雨、洪水，取水点就会集满
泥沙，村民的自来水出现浑浊，有时取水点甚
至会淤塞而断水。”

2021年8月，宣城市政协秘书长孙广东
在走访时，发现新庄村村民在这样的“看天吃
水”用水环境下，用水安全得不到根本保证。

“要让村民不仅能喝上水，还能喝上干净水。”
孙广东当即与村两委班子现场商量，决定通
过设计改变取水点小溪走道，对饮水工程的
水源点进行彻底的整改提升，以保障群众饮
水的质量和正常化问题。村集体经济有困难，
市政协给予帮扶建设资金5万元。取水点改
造后，水质过滤得到加强，排除了水质受天气
影响的因素，取水井水质清澈，水量充足，10
个村民组964名村民饮水安全得到了有效保
障，村民感到非常满意。（汪润泽 欧秀惠）

安徽宣城市政协：让群众不再“看天吃水”

脱贫村民向来访的市政协干部介绍用水情况脱贫村民向来访的市政协干部介绍用水情况

范彦峰委员 （右） 与社区群众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