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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的“小哥哥”：
用最“笨拙”方式打造最坚固的堡垒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口述：

疫情防控下的“困”与“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芦淞区的疫情防控正处
在关键阶段。在过去的十几
天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高频出现在全体居民面前。
来不及整理的地铺、不太暖和
的防护棚、面罩后模糊的脸
……一个个社区、村部就是一
个个抗疫最前沿。11月16日，
记者与在一线抗疫的两位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聊了聊，听
他们讲述在此次疫情防控中
的“困”与“纾”。

2.5平方公里，41栋居民住宅楼，1681户住
户，常住人口 4600 余人，大部分为无电梯的老
旧楼房——这就是芦淞区董家塅街道欣月社区
的防疫工作底册。社区党支部书记罗霞已经连
续一周睡在办公室，辛苦之余，她还能用调侃自
己给身边“战友”打气：“奔跑吧，乘风破浪的小
姐姐们！”

一人身兼数职、一天接上百个电话、在办公
室里凑合休息……忙，这是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的普遍感受。

社区作为防疫政策执行的最底层，并没有
决策能力，比如复工复产，随着芦淞区陆续公布
复工复产企业名单，一些居民要求出小区去上
班，但社区只能根据复工名单办理合规程序，不
在名单上的企业，没办法放人。

但很多人并不管这些，他们认为有政策提
到了逐步复工复产，居委就应该帮他们申请。

“社区只是一线的执行者，只能按要求执行，居

民有问题可以反馈，但不能要求我们直接决
策。面对居民的抱怨，我们只能解释再解释，因
为我们必须给居民战胜疫情的信心。”罗霞说。

静默期间，罗霞的电话24小时待机。“无论
几点，只要是居民打电话或者发微信，社区都会
帮他们想办法，居家这么长时间有情绪，我们也
非常理解。但再难再苦，我们也必须要咬牙坚
持，如果我们都退缩了，身后 4600 名居民怎么
办。”

说话间，罗霞接到一户居民的求助电话。
这位居民的孩子在东区读书，明年高考，16日是
身份证现场确认截止日期。居民封闭在小区，
到不了学校，孩子的大事耽误怎么办？居民在
电话里都哭了。“你莫急咯，我送你上环线。”罗
霞挂了电话，就带着居民开着车往东环线赶。

11月16日下午2点，在罗霞和交警的爱心
接驳下，孩子的身份证顺利送到学校门口，罗霞
和这位居民长舒一口气。

乘风破浪的“小姐姐”：
如果我们都退缩了，身后这么多居民怎么办？

疫情发生初期，在农村，很多人认为疫情离
自己很远，或者不怎么关注疫情。

芦淞区枫溪街道湘江村党总支书记曹子龙
今年 34 岁，他介绍说，村民们起初也会对疫情
防控宣传不以为然，认为是小题大做。

湘江村有 11 个组共 2700 名村民，整个村
又与三桥六桥相邻，阻隔病毒、护卫乡村，村干
部们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最“笨拙”的方式，运
用土办法及时堵住四通八达的进出口，积极动
员组长和村民参与防疫，以及迅速解决村民所
需所用，来打造最坚固的乡村防范堡垒。

“这10多天以来，为让我们安心居家，不管
大事小情，只要给书记打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
去解决。这样谁都不好意思出去溜达了。”提起
多日的居家感受，村民文姐打心眼里佩服这位

年轻的村党总支书记。
村民居住分散，给防疫监管和核酸检测都

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上户采集核酸，采取“组长
带路、网格员登记、医护采样”的模式，大家举着
喇叭挨家的喊。曹子龙说，他们没有多么先进
的防疫举措，就是拼耐心去宣传、拼体力去采
集、拼时间去守卡口、拼全力去满足村民。

农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认同就带动几家，
湘江村就发动志愿者在村口轮流值守，这样一
来，村民就更相信村干部，真正做到全部重视起
来。后来还主动“爆料”偷偷出门种菜的人。

现在，湘江村的党员和村民都自发参与到
防疫工作，缺物资，他们会自发送来物资，现在
已经送了20批。村民们很朴实，有时候就送一
碗鸡蛋，一锅汤。

荷塘区：
居民生活重新热闹起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肖捷
通讯员/龙雨鑫）“终于可以下楼呼吸新鲜
空气啦！”11月13日，荷塘区桂花街道金色
荷塘小区从高风险区降为低风险区。小区
里，居民戴着口罩在空地打羽毛球，孩童们
欢快地玩耍，老人们在小区里散步……从
那天起，原本沉默的小区找回了曾经的烟
火气，居民生活重新热闹起来。

“现在业主们可以分批、分时段、分楼
栋、有条件地在小区内自由活动，大家也能
感受到疫情逐渐好转，更有信心了。”金色
荷塘小区党支部书记王玉娥说。

金色荷塘小区空地里，居民张先生正
陪女儿打球。“可以在室外活动了，趁着天
气好，带着孩子出来一起运动。”张先生说。

“昨天接到消息，第一时间对店里进行
了一次全面的消杀，盘点库存联系货源，检
查有没有超过保质期的物品。”小区内的副
食品店店主刘老板笑着说道。店内蔬菜、水
果、牛奶、鸡蛋、调味品等应有尽有，价格也
比较稳定，居民统一在线上微信群下单，刘
老板配好货后由志愿者进行无接触配送。

小区其他门店的老板们也连连称赞，
“在安全的前提下，既能减轻门店因疫情带
来的亏损，又能保障小区居民的生活物资
供应，两全其美！”

为了保证小区有序运转，小区党支部、
物业和志愿者们全天无休，为小区保驾护
航。他们带着红袖章在小区内宣传巡逻，
引导居民有序活动，不扎堆、不串门，将居
民们线上下单的物资运送到安全区域，按
楼栋排好序号，引导居民们排队自提。针
对仍需居家隔离的对象、腿脚不便的老人，
他们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保障着少数群
体的生活。

“城市重新回归烟火气应该不远了。”居
民李先生充满信心地说，虽然天气日益寒冷，
但低风险小区的有序活动让人们紧绷的心
得到缓解，增强了大家们抗疫的信心和决心。

▲曹子龙（右）送物资去居民家。
记者/杨凌凌 摄

▲金色荷塘为业主提供的无接触购物
配送。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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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疏忽”是他们的“大麻烦”

让适老“无障碍出行”更有温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即便只能坐轮椅，他们还是想出来走一走、聚一聚。只有把无障碍环境建设好了，后
续配套服务跟上了，对这些特殊群体来说，才真正地出行无忧。

今年我市开始启动无障碍综合服务示范区建设，如何让无障碍综合服务示范区建设
地更具人性化，市政协委员易桂香根据株洲实际，呼吁将适老“无障碍出行”服务打造成

“无障碍综合服务示范区”的创建亮点。

今年，我市启动无障碍综合服务示范区建
设。作为一项系统化建设工程，只有多个部门共
同参与，才能给残疾人、老年人无障碍交流和出
行提供更好环境，共享幸福株洲。

市残联组织专家团队编写了《株洲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株洲市
无障碍综合服务示范区建设方案》，初步划定了
示范区建设主要区域，市残联计划通过网约车的
共享出行模式和购买第三方服务方式，为城区范
围内重度残疾人和行动不便老年人提供短距离
出行服务。

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公交公司就市适老化
问题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广低
地板公交车，占全市公交车总数15%。为方便老
年人及残疾人乘坐公交车，在智轨一期工程建设
过程中，所有站台按照国家有关规范要求进行无
障碍设计建设，盲道、坡道、电动自动扶梯一应俱
全。并且，在泰山路东往西向山水洲城公交站，
还按照“无障碍”标准设计公交站台进行试点，未
来将逐步推广完成“无障碍”标准设计公交站台
改造。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适老化改造融入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及改造工作当中，出台了无障碍
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明确无障碍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投入使用”
制度落实。规范无障碍设施建设活动，确保无障
碍设施安全适用，全面提升老年人、伤残人士等
社会成员对“幸福株洲”的获得感。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明确有条件小区增设适
老化、无障碍基础设施，全力推进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持续推进城市老旧小区公共厕所、坡
道、扶手、电梯等与残疾人、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无障碍改造，提升无障碍
设施安全度和舒适度。

事实上，在适老无障碍出行上，株洲
早已有尝试。适老无障碍出行服务主要
为社区、乡村行动不便老年人提供便利
的接送，实现城市、乡村短距离出行的服
务，主要由安装了无障碍设施的中巴、小
巴车和的士等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停靠
在小区门口、家门口接送行动不便老年
人出行，解决其“最初一公里”出行痛点。

2015 年 9 月，由爱心人士和企业向
一家社会公益组织捐赠了两台福祉车
和两台爬楼机，福祉车内可放置轮椅，
并加入一台进口升降机，方便轮椅上下
车。爬楼机则可以帮助住在楼梯房，坐
轮椅的人顺利上下楼。这几台“神器”
面向株洲城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士、残
疾人等提供无障碍接送服务，满足了这
部分群体走出家门开展医疗、养老、康

复和社交等活动的需求。
“我在这次活动中最大的感受是了解

了株洲的历史和未来。我天生脚残，从
未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回忆起几年前参
加的由天元区残联开展的无障碍红色游
活动时，黄丙祥依然意犹未尽。短短几
年，“无障碍出行”已经完成 8300 人次无
障碍接送服务。

但因为宣传力度不够，知晓率不高，
很多有需求的老年人不知道有这样的服
务，以至于大部分的社区老人生病后，只
能先忍着，等病情加重后，才求助社区帮
忙喊人背着下楼去住院。并且因为无障
碍福祉车和爬楼机购置和运营成本较
高，服务远远不能够满足全市这部分群
体的需求。

株洲也有适老“无障碍出行”先例

2021 年，我省出台的《湖南省无障
碍环境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明确提出，支持株洲市建设以促进
听障人士交流和其他残障人士出行为核
心的“无障碍综合服务示范区”。

结合我市已经开展的工作，市政协
委员易贵香表示，考虑到株洲已进入老
龄化社会，在株洲打造“无障碍综合服务
示范区”的过程中，可突出适老“无障碍
出行”服务，为全市近 20 万行动不便老
年人提供服务。

易贵香建议，可以社区为单位，通过
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配置一定比
例的新能源多功能低速福祉车。借鉴网

约车的共享出行模式，降低服务运营成
本，建设株洲适老友好、便利出行共享模
式，打造养老助残新亮点新名片。配合
株洲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行动的实施，鼓
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开展适老“无障碍出
行”社区共享出行服务的试点示范，建设
株洲“适老”服务特色模式。参考城市四
区购买城市清扫服务的模式，明确购买
服务的车辆种类、服务对象、数量、金额、
服务质量、选址和管理等实施细则，为行
动不便群体无偿或低偿可持续共享出行
服务提供兜底资金保障，并加大此惠民
政策和举措的宣传，增强人民群众对“幸
福株洲”的获得感。

委员呼吁突出适老“无障碍出行”

7 年前，因为中风偏瘫，65 岁的黄女
士只能靠轮椅代步。开始的几年，因为
麻烦，她去过最远的距离，就是楼下。和
黄女士一样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出远
门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别人一抬腿
的事情，在他们眼中，就是无法逾越的鸿
沟。

目前，我市各类为残疾人、老年人等
特殊群体服务的设施、公共卫生服务日

渐完善，但许多重度残疾人和腿脚不便老
年人居住楼层高、长年依靠轮椅生活出
行，而居住地距离医院、康复机构、活动场
所路途较远，或者生活圈周边1 公里内没
有公交车站，导致这个群体无法参加活
动。

黄女士希望，不论是公共设施还是服
务，能为需要无障碍通行的人群多一分便
利和尊严。

▲社会公益组织开展适老“无障碍出行”活动。（受访者供图，资料图）

政协提案与您同行

适老“无障碍”建设正稳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