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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颖斐

“我们力争做到不错保、不漏保，
把有限的保障资金用在最需要帮助
的人身上。”江虹居民区党支部曹书
记是方松街道社会救助评议小组成
员之一，他告诉记者，社会救助评议
小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帮困对象的
资格审核，组员们还积极为小区贫困
人员“脱贫”想出路：为失业的居民推
荐工作；替残疾人办理劳动关系挂
靠；为人户分离之类不符合低保政策
的困难户争取利益……

居民代表在评估会上不仅仅对居
委会提出的帮困对象进行评估，也可
提出帮困对象人选，起到查漏补缺的
作用。2010年江虹居委会评估会上，
居民代表赵老师提出，除了会上讨论
的12个家庭之外，小汪的家庭也非常

困难。这是一个重组家庭，丈夫在幼
儿园帮厨，妻子在私人老板处打工，拿
的都是960元的最低工资。他们家里
还有两个孩子，一个高中，一个大学，
一年光学费就要支出1.5万元以上，这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捉襟见肘。经居委
会核实情况后，评估小组一致通过在
本次帮困对象中补增小汪。

江虹与天乐社区，是方松街道第
一批成立社会救助评议小组的试行社
区。天乐社区在今年元旦春节帮困中
也添补了一名帮困对象。评估会后，
楼组长向居委会反映，小区内长期患
强椎性脊椎炎的居民曹斌近来的病情
更加严重了，每月光是医药费就得一
千多元。曹斌的父亲被买断工龄，每
月只有 480 元的工资，58 岁的曹斌干
着送液化气的体力活，赚些微薄的外
快。加上母亲做点黄鱼生意，本来日

子勉强过得去。没想到本来踉踉跄跄
着能独立行走的他最近连坐都坐不起
来了。如果父母都不在家，他连吃饭
都成问题。无奈之下，母亲只能放下
生意，回家专心照顾儿子起居。得知
这一消息，居委会立刻走访了曹斌家，
并从附近居民处了解情况，迅速整理
成材料上报给街道，为曹斌争取了最
后一个帮困名额。

社会救助评议小组由居委会工
作人员、党支部委员和居民代表构
成。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教育救助、
社区帮扶、慈善救助、节日帮困等困
难对象的评定将全部纳入小组评议
范畴。由专管员牵头开展摸底调查
和贫困人员材料整理汇总后，评议小
组组长召开社会救助评议小组会议，
通报具体情况；全体评议人员对照政
策文件以事实为依据，综合低保申请

人员各方面的情况逐一评议并举手
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帮
困对象，无任何异议上报街道（如有
必要，在小区内公示一星期）。评议
小组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进行记
录，并备案。

从天乐与江虹这两个社区的试行
情况来看，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杜
绝了以人情、权力、关系等获取救助
的不公正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增强了
社会救助工作的透明度，扩大了群众
知晓权；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救助影
响，减少了困难群体对政府埋怨情
绪，增强了困难群体对党和政府关怀
的切身感受。

据方松街道社会救助所所长杨
开红介绍，江中、兰桥、新陈家村将成
为第二批成立社会救助评议小组的
社区。

在沪杭高速
松江老城出口处
的标志雕塑上，拼
音字母霓虹灯已
不亮了，影响了整
体效果。希望有
关部门及时修复。

记者 岳诚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芳）前
天，石湖荡镇举行了慈善捐款活
动，各企业和个人纷纷献出了自己
的一份爱心，共筹得善款 106.08 万
元，其中上海华明电子金属柜厂捐
款 20.99万元。据石湖荡镇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善款主要用作村镇居
民的大病扶持基金。

本报讯（通讯员 夏瑜洁 记
者 王裔君）“现在我是越活越精
神，还经常给其他病友出谋划策。”

“老药罐”张大妈怎么也没想到，好
多慢性病病友现在都把她看作了

“健康专家”。这都得益于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日前共同举办的慢性病老
人健康知识教育班。

健康教育每两周进行一次，第
一批共有 30 多名慢性病患者受
益。每次课程都会设置以互动环
节为主的健康教育，既有专家分
析、讲解、答疑，又有患者提问，并
通过观看视频、病人交流、现场模
拟测量血压的正确方法等让学员
掌握预防和管理慢性病的知识。
尝到甜头的“老药罐”们说：“这次
在家门口听专家讲疾病治疗及预
防知识，我们明白了如何关注自己
的健康，收效很大。”

本报讯（记者 宋诚）世博期
间，举止要文明礼仪，生活也应科
学健康，“迎世博送健康——千家
社区展演文化大篷车”近日来到新
桥镇新乐小区。

此次“迎世博送健康——千家
社区展演文化大篷车”汇演由市文
明办、市卫生局等联合主办。这一
寓教于乐的文艺宣传方式很是新
颖，而传递的健康常识也十分贴近
实际，简单易懂，非常实用。

本报讯（记者 蔡桑）1月23日凌晨
4点45分，家住白云新村的吕先生拨打
了物业呼叫热线 962121，说自己家外
面的走廊水管爆裂，漏水很严重。市
民服务中心热线接听人员立刻联络了
该小区的物业公司前去修理。7点多，
吕先生就接到了物业公司水管已修好

的反馈信息。在冬天里，物业呼叫热
线热了像吕先生一样的市民的心。

据接线人员鲁小姐和宋小姐介绍，
最近物业服务热线一天能接到十多个
电话，其中反映漏水问题的比较多。她
们接到电话就会马上联系物业公司，一
般维修人员都能在一个小时内到场。

当问题解决了，物业公司又向热线反馈
信息，接线员也会对来电者进行回访。
对于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也有市民求
助962121。家住珠江新城的费先生曾
反映小区电梯房墙砖掉落的问题，他找
过物业公司，但物业公司说是房产商的
问题，要去找房产商。于是费先生拨打
了962121，最后事情得到了顺利解决。

与物业呼叫热线同样在区市民服
务中心办公的还有岳阳街道社区服务
热线。该社区服务热线为社区居民解

决家政、配送、洗烫、维修等多种问
题。小到修理一个马桶盖，大到搬家，
都可以打他们的电话。这不，1 月 25
日，家住景德路的张老伯家里马桶盖
坏了，就拨打了 57739000，热线电话
很快就联系人员上门帮他修理。

岳阳街道还给80岁以上的老人、
残疾人以及拿低保的人员发了服务优
惠卡，持优惠卡的居民可以享受免费服
务，但如需更换零件还要交费。为此该
街道每年要多支付10多万元的费用。

本 报 讯（ 记
者 宋诚）“通过这
个‘窗口’，我们能
及时了解到小区
物业的服务和管
理动态，还可将自
己的诉求反馈给
物业。”上周末，人
乐社区业主们对
记者说，业委会设
置的公布物业信
息和上传意见建
议 的“ 业 主 与 物
业”专栏窗口，架
起了他们和物业
双向沟通交流的
桥梁，是一个“双
赢”的举措。

人 乐 业 委 会
主任张锦龙告诉
记者，当初设立

“业主与物业”专
栏就是想给业主
们提供方便和及
时的服务，专栏

得到了小区物业的大力支持。他
说，“业主与物业”专栏除宣传
物业政策法规，每期内容都会围
绕维修、改造工程等小区物业一
个阶段的中心展开，他们会把物
业提前向业委会透露的工作细节
在专栏刊出，让业主们在第一时
间获悉；而业主投诉建议也可由
专栏配套的“信箱”，经业委会传
递给小区物业。

最近这期专栏的主题是“小区
业主和物业迎世博”，同时配置了冬
季安全使用燃气、防火防盗等日常
生活提示。“专栏不仅是业主和物业
彼此沟通、解决问题的桥梁”，张主
任说，“今后还将设立‘生活指南’等
板块介绍生活小常识。”

本报讯 （记者 王小娟）杨先生
购买了一袋25千克重的大米，结果回
到家一称只有 21 千克。杨先生找到
超市理论，对方却表示自己是按袋销
售，杨先生不服遂投诉到了消保委。

近日，杨先生在一家小型超市购
买了一袋 25 千克的大米。杨先生有
个习惯，凡是称重的东西买回家，他
都要再过一次秤。这一次也不例外，
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袋
包装上写明25千克重的大米，实际只

有 21 千克，足足少了 4 千克。杨先生
赶紧来到这家超市，要求补足所缺的
斤两。但几经周折，超市却给出了一
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答案。该超市负
责人表示，他们的大米都是按袋出售
的，不是按分量出售，而且店内也写
有温馨提示，就是不希望消费者误
会。此外，超市方还表示袋装大米外
包装上的重量都已经涂掉了。这让
杨先生觉得哭笑不得，他表示，他来
购买大米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到温

馨提示，也没有买过涂掉了标示重量
的大米。

杨先生因对超市的做法很不满
遂投诉到了区消保委。区消保委的
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法律规定，产品
外包装上必须标明名称、生产地址、
净重等等内容，私自涂改不可行，并
且产品实际重量要和说明的情况相
符合。目前，已经有相关部门介入调
查此事。而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涂改
重量的情况并不多见。

让社会救助更让社会救助更加“阳光灿烂”加“阳光灿烂”
——方松街道社会救助评议小组经验总结

寒假刚开始，昨天，松江二中就组织30多名志愿者来到区中心医院门诊大厅维持窗口排队秩序，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提高了学生志愿者服务的能力，也倡导了公共场所的文明排队秩序。图为学生志愿者在缴费窗口一米线维持秩
序。 记者 岳诚 摄

寒风中热线热了民心寒风中热线热了民心

外包装写明外包装写明2525千克千克 回家一称只回家一称只2121千克千克
超市不该涂抹袋装大米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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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湖荡镇举行
慈善捐款

共筹善款106万余元

文化大篷车开进
新乐社区

慢性病老人健康
知识教育班“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