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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季健 通讯员顾宝龙）
日前，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汪政率领10位儿童
文学作家前往如皋市特殊教育学校，如皋市安定
小学，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与孩子们
互动交流，赠送书籍。作家们还深入课堂送文
学、讲文学，通过文学“大手牵小手”活动，以
文学讲座、文学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鼓励青少
年学生勤读书、读好书，努力营造爱文学的良好
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
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近年
来，如皋社保中心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为人民服务的要求，突出“服务为民”工作宗
旨，扎实改进工作作风，将社保缴费工作做细
做实，积极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两年来，通过一系
列贴近实际、便民有效改进措施，灵活就业人
员社保缴费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群众个人缴
社保已彻底告别了拥挤排队、来回跑、长时间
等待的历史现象。

细——政策宣传落到实处

如皋社保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在经办业务
中发现很多灵活就业人员虽已缴纳养老保险
多年，但对自身涉及的社保政策和缴费信息
仍是一知半解，办事窗口经常有人询问这样
和那样个人社保缴费问题。为使灵活就业人
员能够及时地了解社保政策，该中心专门印
制《社保公共业务告知单》，并用通俗易懂的
方式加以解读，方便参保人员消化理解。现

在，该中心每个服务窗口都配有《社保公共
业务告知单》，参保人员可随时了解相关的社
保政策。同时，为了让灵活就业人员对养老
保险有足够的了解，保证个人养老缴费的快
速办理，该中心改进了社保缴费申请表填写
方式，将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政策及注意事项
一并印制进缴费申请表以及委托银行代扣申
请书，并由最初的一式一份变为一式两份，
其中一份交灵活就业人员保管，以便其留存
查阅，并利用如皋人社微信公众号将个人社
保缴费政策进行推广，让社保政策宣传真正
落到实处。

微——缴费方式与时俱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如皋社保中
心与时俱进，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方式逐
渐由传统的窗口缴费，过渡到网上缴费、微
信缴费，再到现在的社保卡代扣代缴；自
2017年开始，窗口缴费也由原来的窗口开票
银行缴费到一站式服务，避免了参保职工因
现金缴费可能引发的资金安全问题，窗口统

一实行银行卡缴费，提升办事速度的同时，
也减少了参保人员的等待时间。目前全市灵
活就业总缴费人数43000多人，已开通社保
卡代扣人数近42000人，占比96%以上。缴
费方式的一系列变化，不仅减少了窗口的人
流量，同时也减轻了参保人员养老缴费的麻
烦，大大便利了在外地工作不方便前来窗口
缴费的职工，真正实现了参保人员“只跑一
次”就可完成养老费缴纳。此外，为了及时
跟进参保人员的缴费动态，当扣款不成功或
每年缴费基数发生变化时，如皋社保中心还
会及时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通知参保人员，
让他们及时补足卡内余额以便正常扣款。与
此同时，如皋社保中心还特别注重利用新媒
体平台。在改进缴费方式的基础上，大力推广
人社微信公众号以及南通人社客户端，使参保
人员可以随时了解自己的缴费情况，真正实现
了社保个人缴费方式与时俱进。

小——贴心服务体察民情

实际办理业务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参保人

员因缺少必要资料复印件，不能及时办理业务
的现实困难。如皋社保中心及时跟进服务措
施，为窗口配备复印机，这样，参保人员直接可
以在办理窗口享受到免费复印所需文件资料，
不再需要办事人员提前准备复印件，这一小小
服务举措的推出，减少了参保人员跑趟次数，
做到一次办理完成。为了方便群众咨询社保政
策，如皋社保中心落实工作日电话专门接听人
员，保证上班时间咨询电话畅通，做到一次性
口头告知。该中心所有微小服务措施的改进，
让人社部门的服务体验不断升级，贴近民心。

而今迈步从头越。如皋社保中心将一如既
往地秉持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脚踏实地，从细节入手，将
各项为民服务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做在细
处，让工作人员的服
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迈
上新的台阶，真正做
到提供人民满意的社
保服务。

(赵国丽 杨超颖)

最近，市民小孙遇到了一件烦心
事儿，来分期贷款平台的客服给他打
来电话，说是可以免费提升贷款额度，
结果却莫名其妙在来分期App上借
了34000多元，查询后发现这笔借款
要还一万多元的利息，而且提前还款
也得支付这笔利息。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佘俐 通
讯员周炳玥） 近日，由中工网主
办，富士康工会协办的“网聚新时
代 职工展风采”中工网首届职工
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深圳富士康
龙华园区举行。由市总工会策划拍
摄的《爸妈来看我工作 我带爸妈
看如皋》 短视频获得了最佳创意
奖。

市总工会主席周太荣表示，
“爸妈来看我工作 我带爸妈看如
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是市总工会
开展“工会在身边”系列活动的延
续，是打造最可信赖的职工之家、
锻造最可信赖的娘家人的具体举
措，也是为了让职工与父母共同参
观家乡发展的成果，感受如皋日新
月异的变化，激发热爱家乡建设家
乡的自觉担当，同时让优秀员工，
有这样一个机会，温情陪伴父母左
右，用爱的镜头弘扬孝老爱亲文明
传统。

据了解，本次短视频大赛共设
有最佳创意奖、最佳剪辑奖、最佳
视觉奖、最佳影响力奖4类奖项。
历时3个月，大赛征集作品5000余
部，经过初选、复选、专家评审等
环节，最后筛选出38部获奖作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70年里，我们的家乡如皋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说变化体现在
哪儿，那可就太多了，哪怕说上三
天三夜也说不完。家住城北街道野
林村的薛宜桂一家,用祖孙三代建
房安家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普通
人家平凡生活背后不平凡的发展与
变迁。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野林村
还是个非常贫困的小村子，没有通
往城镇的大马路，村民出行基本都

是走水路，就连日常用的米面油，
都得靠船运回来。当时的薛宜桂一
家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挤在矮小
的茅草屋里居住。儿子薛天平的出
生，让薛宜桂和妻子兴起了花钱建
一栋属于自己房子的念头。从那以
后，勤劳的薛宜桂买下一艘小船，
每天起早贪黑替人运货。他的妻子
则是边工作边照顾三个子女，每天
早上6点上工，5点就要起床做早
饭给孩子们吃。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们凭着

勤劳的双手，不仅把几个子女都拉
扯长大、培养成才，还盖起了一座
漂亮的砖瓦房，置办下不小的家
业。薛宜桂骄傲地说：“我可是全
村第一个盖砖瓦房的人，当时村里
人都羡慕极了。”

薛宜桂的儿子薛天平一开始只
是村里一名普通的泥瓦匠，可是做
泥瓦匠一天只能赚三元钱，这样下
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建起自己的
房子。到了八九十年代，乘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野林村的许多年轻人
都选择外出经商，薛天平也跟着同
村的好友一起，做起了猪肉生意。
那几年，薛天平每天凌晨到如皋的
市场购买生猪，在附近的市场宰杀
好，再驾车运着猪肉到无锡的菜市
场进行贩卖。新鲜的猪肉不能隔
夜，只要肉没卖完，薛天平就不能
回家。薛天平的儿子薛洋洋回忆：

“那时候，父亲往往要等到凌晨三四
点，才会风尘仆仆地赶到家，休息不
了多久，就又要出门了。”

虽说日子依旧过得艰苦，物质
条件也不宽裕，但与父辈们当年相
比，薛天平他们的条件已经好得
多。他攒一点钱就购买一点建筑材
料，积累下一些存款就请匠人帮忙
做几天活儿，薛天平夫妇从无到
有，盖起了一座华丽的大别墅。薛
天平开玩笑地说：“跟父亲这个‘领

头羊’不同，我盖起别墅的时候，已
经是村里的“后进生”了。当时的野
林村，早就已经大变样，原本泥泞
的土路变作了整齐的石子路，一栋
栋漂亮的别墅林立在路边，家家户
户都有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

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野林村
也迎来了新的变化。石子路不见
了，村子里修起了宽阔的大马路，
不少企业纷纷在此“安家落户”。如
今的野林村，道路整齐、设施现代，
哪里还有半点原先落后的模样？

前几年，薛天平的儿子薛洋洋
大学毕业，思来想去，还是回到家
乡，在如皋城区找了份工作。他
说：“这几年如皋的发展好了，设
施齐全，工作机会也多，在如皋生
活并不比在其他大城市来得差。”

年轻的薛洋洋并不像父辈和祖
辈一样选择自己盖房，而是购买了
装修好的商品房。在薛洋洋和许多

其他年轻人眼里，精装修、有电梯
的商品房省去了他们货比三家，费
心装修的力气，而且设施完备，物
业工作认真细致，无疑是居住的良
好选择。

如今的老薛家，已经是四世同
堂，薛洋洋生了一儿一女，凑成了
一个“好”字，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听完祖孙三代安家的故事，薛
洋洋三岁的女儿钱雨橙奶声奶气地
说道：“我以后要住到天空上
面！”。薛洋洋五岁的儿子也表达了
自己的心愿，小男子汉一脸骄傲地
说：“我要跟奥特曼一样住太空
里。”

孩子天真无邪的童言童语，可
爱得让人捧腹，可是以如今祖国的
发展速度，谁又能说，这一定是遥
不可及的美梦呢？也许等到小朋友
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到宇宙里安家
已经不再是幻想，而是触手可及的
美好未来。

□融媒体记者韩循 刘凯

祖孙三代安家记

细心社保个人缴费服务

让群众享有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市总工会在中工网
首届短视频大赛中获奖

前些天，如皋江安的彭先生乘车
来南通市区看病，到了医院后才发现，
身上的钱包不见了，就在他万分焦急
之际，南通飞鹤快客公司打来了电话。

省作家协会来如皋
开展文学进校园活动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萌发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近日，如城街道城东社区开展了“庆国
庆，祖国在我心中”主题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组织社区希望来吧和辖区未成年人40余人，全副武装，身着迷彩服，前往红
十四军纪念馆。活动现场，人头攒动，伴随着讲解，孩子们边走、边听、边看，深有感触。此
次活动增强了孩子们的爱国之情，让民族自豪感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融媒体记者佘俐 通讯员邱建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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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出APP了！”近
日，这个消息传出后，很快引发广泛关
注。不少使用过的网友都认为，一本厚
重的工具书变成手机应用，实用又方
便。但也有人提出，它的使用需要收
费，这点不太合理。

像《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这一类APP应不应该收费？互联网时
代，辞书等传统工具书的数字化面临
哪些问题？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