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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满盘沙”变“一盘棋”

东环新城小区建成于 2005年，有 3600多户，居住

着 1 万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区开始出现房子漏

水、水压不足、停车乱象等问题。“之前的小区业委会

到期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牵头人，管理一片混乱。”

业主钱师傅回想起几年前的情况，仍然感到气愤。

在基层治理中，荷塘区月塘街道相关负责人深

知业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而要建强业委

会，关键在于选人。业委会委员尤其是主任是否具

备组织带领业主自治的品德和能力，是业委会良序

运转的重要条件。

曹俭生退休前是酒店高管，管理经验丰富。作

为一名 3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决定站出来为大家

做点什么。他花了 8 个月时间，跑市区两级物业办、

街道、社区，了解了业委会成立的全部流程，并把小

区情况摸了个遍，着手新一届小区业委会的成立。

“公司管理有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小区管理上，我们

也可以相应成立业委会和监事会。”曹俭生说。

业委会是为小区居民服务的，党组织是为人民

服务的，二者的落脚点是一致的。最终政治上靠得

住、工作上有能力的曹俭生担任业委会主任，并担任

小区功能性党支部书记。

有了小区党支部的引领，新选出来的小区业委

会被大家寄予厚望。“希望我们小区以后会越来越

好！”这成了业主们的共同心声。

责任担当 “老大难”变“皆欢喜”

新队伍的框架搭起来了，如何打响“开门红”？

在第一次业委会会议上，业委会成员主动向小区居

民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自觉接受社区党委和全

体业主监督，这一举动让小区居民看到了新气象。

曹主任每天两次雷打不动在小区溜达几圈，看看

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三年疫情期间，已 60多岁的他身

先士卒，每天都活跃在疫情防控的一线，让绝大多数

业主看到了曹俭生带领下小区业委会的责任和担当。

有业主向他反映 3 号泵房因为设备老化，二次供

水压力不够，楼层高的用户没水的问题。设备早已

过质保期，物业一开始想要动用小区维修基金，一户

户上门签字，但工作推进艰难，工作停滞不前。

业委会成立后，曹俭生积极与多个部门沟通，争

取支持。他发现 3 号泵房不仅负责本小区供水，还服

务周边区域，而设备更新费用却全由小区承担，这不

公平。经过与水务集团的多次协商和 9 个方案的讨

论，去年 9 月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保障了 2000 多户的

供水。

此外，业委会还成功解决了小区停车阻塞消防

通道、道路拓宽、危墙修复以及南苑进出口道闸安装

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将过去的“老大难”转变为居民

的“皆欢喜”。

一项项难点问题的解决、一件件实事的办理，党

建引领下的业委会已成为小区业主和物业企业中间

的“连心桥”，这也是月塘街道推进党建引领业委会

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

水费多收水压不稳？
市水务集团总经理贺海生现场回应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员/
黎丹） 11 月 20 日，12345 热线继续开展“领导接听”

活动。当天上午，市水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贺

海生来到 12345 热线接线大厅受理群众来电，2 个小

时接听了 17 位市民来电，内容涉及用水收费、一户一

表改造、水质水压等方面的问题。

家庭用水收费是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多位市

民反映收缴水费与实际用水不相符。彭先生来电反

映，家里有 6口人，每个月的水费比附近邻居高得多，

想查明原因。天元区翡翠名园小区业主周女士怀疑

抄表有误，她 11 月份收到催缴短信，被告知欠缴水费

100多元，可她家房屋长期空置，无人用水。

贺海生详细记录市民家庭住址、户号信息，即刻

交办。他承诺，将安排技术人员上门检测，现场为居

民答疑解惑，如查明水表确实有故障，立即更换新

表，对误收、多收水费予以退还。

贺海生介绍，目前市水务集团服务区域内的一

户一表用户实行阶梯水价，合用表用户按第一阶梯

水费收费。家中人口较多的用户可申请按“一户多

人口”用水收费，可享受一定程度的优惠。

一 户 一 表 改 造 也 是 市 民 关 注 度 较 高 的 问 题 。

刘先生是石峰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小区业主，他

说，小区水管老化，住户希望进行一户一表改造，可

相关改造费用报价太高，咨询有无优惠政策。唐女

士是芦淞区制镜路庆云山二村居民，她说，小区只

有一个总表计量，物业公司退场之后，无人收水费，

即将面临停水，希望尽快进行一户一表的水改，并

咨询改造费用。

贺海生回复说，用户如果有意愿进行一户一表改

造，可以由小区物业或业委会向市水务集团提出申

请。无物业或无业委会小区的居民可以向社区报备，

由社区牵头向市水务集团申报。具体费用可以到市

水务集团营业大厅咨询，也可以通过拨打 22333555水

韵热线咨询。对于几位居民反映已申请一户一表改

造仍未落实的情况，贺海生当即交办，要求责任部门

查明原因，尽快推进，向用户做好解释工作。

还有居民反映水质、水压问题，贺海生都一一交

办，要求责任单位尽快查明原因，立行立改。接听结

束，贺海生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召开现场交办会，他要

求相关责任部门要抓好落实，给市民满意的答复。

“巴掌宝宝”
出院回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
讯员/袁银） 11 月 20 日，出生时仅 800 克重的

“巴掌宝宝”安安（化名）顺利出院了。

93天前，在妈妈肚子里只待了 27周的安安

迫不及待地出生了。安安的降临既给家人带

来了喜悦，又给医护人员出了一个难题。

医生介绍，27 周就出生的宝宝属于超早产

儿，800 克又属于极低出生体重，心肝肺等器官

发育极度不成熟，要存活下来必须闯过重重关

卡。

市妇幼保健院组建了医护团队，根据安安

的病情制定了一套以精细化管理为核心的治

疗方案，开展救治工作。经过三个月精心呵护

治疗，这个“巴掌宝宝”各项检测指标合格，体

重已增长至 2580克，生命体征稳定，顺利出院。

美达影城（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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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妍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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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五
楼（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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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生的安安只有成人巴掌大小。

通讯员/供图

党建引领下的小区蜕变
从“满盘沙”到“一盘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彭莉

小区南苑成功安装进出口道闸。 记者/旷昆红 摄

“自从四年前小

区业委会换届以来，曹主任

事事为小区着想，小区各方面的

提升让居民们有目共睹，尤其是在

党建引领下开展的一系列举措，赢

得了大家的一致叫好。”荷塘区东环

新城小区业主钱师傅说。

从矛盾频发，到井然有序，

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小区

居 民 看 在 眼 里 、喜 在

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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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带娃难”成了很多家庭说不出的“苦”

3 岁以下的婴幼儿，肥嘟嘟的脸蛋、软糯糯的身躯，被称为“最

柔软的群体”。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家庭结构逐渐小型

化、核心化，城市双职工家庭普及化，家庭内部婴幼儿照顾资源日

益紧张。婴幼儿照护缺乏有力的社会支持，已经成为影响家庭生

育和再生育的重要因素。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约 3000

万名 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

“隔代养娃有弊端，孩子送去托育，既能受到专业科学的照顾，

又能培养独立和社交能力，还会避免家庭矛盾。”记者采访了几位

家长，他们表示，如果自己或家人不能全职且科学带娃，送托育确

实是比较好的选择。

尽管好处很多，但目前来看，我市托育服务仍存在供给不足、

质量不高、收费太贵等短板。

“供需结构不平衡，全市婴幼儿入托率仅 5.01%，申请备案的托

育机构仅能满足总需求的 23%；区域发展不平衡，全市 55%的托育

机构在城区，另有约 37.5 %的机构在城镇，仅有 7.5%在乡村；服务

价格不平衡，按目前我市普惠托育机构收费均值约 2200 元/月/人

计算，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托育年费用为 26400 元，中等收入以下家

庭面临较大的托育经济负担；监管水平不平衡，主管部门仅掌握已

备案机构的状况，对未备案的机构缺乏动态了解，管理及服务监管

依然存在真空地带。”市政协委员徐丽经过深入调研后指出，我市

托育服务仍存在诸多挑战，亟待有效破解。

建言
努力实现“托得到”“托得起”“托得好”

托育，表面看是为了解决“带娃难”问题，实际上托起的是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今年年初的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市政

协委员欧阳元初、徐丽、林姝君等分别就托育发展，提交了《推动我

市专业化托育服务发展》《以高质量托育服务，支撑人口高质量发

展》《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普惠托育体系建设》的相关提案。

调查显示，家长选择托育机构，首先要有信任，然后是方便，第

三个因素就是价格。要想让百姓上得起托育机构，普惠是关键。

“加大宣传力度，推动社会观念从家庭照护方式育婴为主转向

专业托育服务，构建新型婚育氛围；加强财政支持，出台普惠托育

机构生均补贴政策。加强资源布局，推进托育机构建设。加强能

力提升，对相关专业人员加大培训力度。”市政协委员欧阳元初认

为，完善以优质普惠托育服务为基础的、全方位的生育支持体系，

将为株洲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更加良好的人口条件。

市政协委员徐丽建议，可以在托育服务网络上发力，构建“15

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在托育服务提质上发力。突出全行业规范

化，建立健全托育服务管理体系和质控体系；在托育服务保障上发

力，在组织、资金、人才、机制等方面加强保障，通过全流程管控让

家长更“安心”。

“大力拓展普惠托育体系建设的参与面。按照‘盘活存量，扩

大增量’的思路，大力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和社区办园点等开展托

育服务，盘活现有空余学前学位资源。同时利用普惠政策引导和

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普惠托育机构，推动现有社会化托育机构转为普惠机构等，加大就

近就便普惠托位供给，满足婴幼儿家庭实际需求，构建普惠多元的

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市政协委员林姝君建议，普惠托育体系建设

的措施要更准、更实。

行动
到2025年，形成保障有力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11 月 18 日 9 时，两岁的汤汤（化名）被妈妈准时送到了春田蜜

蜜托育园。托育中心的老师早早地在门口迎接，看到汤汤后，满心

欢喜地抱起汤汤。在老师的怀中，汤汤与妈妈挥手告别，开启了与

妈妈一天的“分离时光”。

走进托育中心，环境温馨，教室宽敞明亮，设置了托班教室、音

乐室、精细动作器械室、母婴室、保健室、餐厅等房间，幼儿积木、儿

童书籍等助力儿童感官综合发展的教具齐全。“孩子在托育园里很

开心，我们也就放心了。”汤汤妈妈说。

这是我市推进托育服务发展的缩影。

8 月，株洲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正式落户市妇幼保健

院，并与市区 60 家托育机构现场签约，将积极推进全市托育服务

示范基地建设，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养育照护服务和健

康管理，打造“放心托育、方便可及”婴幼儿成长驿站。

9 月，全市托育机构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株洲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开班，至今，全市托育机构从业人员近千人进

行了线上、线下培训，持续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托育服务水平。

“自 2023 年起，我市连续 2 年将‘0-3 岁婴幼儿托位建设’纳入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高位推动工作开展。”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发挥政策引领作用，我市相继出台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保障资金投入，2024 年，市本级

就株洲市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申请争取中央国债 8000 余

万元。打造中心样板，2023 年，全市评选 10 家市级婴幼儿照护服

务示范机构，3 家获评省级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机构；2024 年，还

将评选 10 家市级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机构和 5 家单位爱心托育

点。到 2025 年，我市将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主体多元、设施完善、

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政协委员建言推动专业化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让“小托育”托起“大幸福”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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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 幼 儿 照 护 服

务，是当下年轻父母的刚性

需求。如何破解年轻人“夫妻忙

事业，孩子无人带”的现实问题？

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多位

政协委员就推动专业化托育服务体

系建设提交提案，建言加快构建普

惠安全的托育服务体系，帮助年

轻人减轻家庭负担、提高生育

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