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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爱心服务社“一户家庭一则故事一个计划一缕阳光”个案帮扶形式

巧补政策缝隙 织就别样人生

本报讯 3 月 8 日，“健康伴我
行、沟通零距离”——第二十二届上
海市医苑新星大型义诊暨“医苑新
星”青年健康讲师团走进青年中心
项目启动仪式，在杨浦区国际时尚
中心举行。市卫计委党委副书记邬
惊雷、区委副书记朱勤皓、副区长黄
红、团市委副书记刘伟出席。

“医苑新星”青年健康讲师团同
时成立，40余名青年健康讲师以杨
浦为首站，将分赴上海百家青年中
心，针对当下青年最关心的健康热
点问题开展权威的科普活动。据
悉，目前本区共有青年中心20家。

当天的义诊活动汇集全市 40
余家三甲医院和医疗卫生机构的
百名杰出青年医学专家。义诊内
容包括上海重点学科、特色专科在
内的各项医疗保健咨询服务等。

■陈玲

本报讯 3月10日，五角场街道
第三届第三次社区代表会议举行，
贯彻市委《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
区建设的工作意见》和《上海市社
区代表会议实施办法》以及《上海
市社区委员会章程》要求，进一步
畅通社区民主参与渠道，充分调动
社区各方参与社区建设与管理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魏伟明、区委副书记朱勤皓出席。

300余名社区代表积极参与，就
如何走出一条符合杨浦区情和具有
五角场特点的创新型社会治理新路
献计献策。

魏伟明要求，继续完善“党建
引领、政府推进、五区联动、依法治
理”的社区共治格局，继续健全代
表联系基层各项制度，充分利用代
表接待日等制度，充分发挥社区代
表自下而上形成社区共治议题和
参与议事决策的作用，努力形成政
府机构、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和社
区居民协同合作、共同参与、共同
治理的良好工作格局。同时发挥
好共治服务平台的作用，切实为社
区代表、党员代表、社会组织等参
与社区治理做好服务保障。

■周琳

走具有五角场特点的
创新型社会治理新路

本报讯 3月10日，市卫计委主
任沈晓初来杨浦调研社区卫生综
合改革和家庭医生制服务工作，现
场查看了平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朱磊家庭医生工作室”、延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延吉四村家庭医生
工作站”和延吉新村街道“睦邻中
心”、杨浦区中心医院传染病分院、
定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领导
谢坚钢、黄红等参加调研。

在座谈会上，沈晓初指出，要
在家庭医生分配机制上做探索，把
绩效工资与增加服务做好；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应
对老龄化，慢性病、常见病、老年护
理以及养老与医疗的结合是社区
的重要责任和方向，要增加老年人
服务的特点、能级和服务的可能
性。要让公共卫生变成对市民的
健康、疾病预防、生活质量的提高
更有意义的工作。

据悉，本区家庭医生签约家庭达
19.11万户、64.9万人，签约覆盖率达
到 49.08% ，有 效 服 务 利 用 率 达
62.70%，家庭医生向三二级医院转诊
到位率达82%。 ■应沈漪 毛海萍

沈晓初来杨浦调研

“医苑新星”青年健康
讲师团成立

本报讯 3 月 11 日，杨浦区召开
2015年旧区改造工作会议，回顾总结
去年旧改征收工作，部署2015年旧改
征收及收尾任务。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市房
管局副局长顾弟根，区委副书记朱勤
皓，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陈守正，区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邹明，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徐雪峰，区政协副主席吴
伟国，市土地储备中心、市旧改办、市
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出席。副区长王
桢主持会议。

谢坚钢在讲话中指出，要始终坚
持把旧区改造作为杨浦最大的民生

予以落实。目前杨浦仍有 143 万平
方米旧区改造任务，涉及居民 5.8 万
户，任务十分繁重。各部门要从党中
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高度，深刻
认识新形势下加强旧改工作的重要
意义，充分认识当前旧改工作面临
的新常态、新形势，积极总结经验，
用全过程管理的方式推进旧改工
作。要攻坚克难，努力开创今年旧
区改造工作新局面。实现全年征收
5000 户、6 个基地收尾、50 万平方米
老旧小区改造的目标，重点要抓好
融资和房源筹措准备工作，争取市有
关部门更多支持；要聚焦重点、突破

难点，为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奠定坚实基础；要加快收尾，处
理好“快与好”的关系；坚守底线，处
理好“多与少”的关系；大胆探索，处
理好“老与新”的关系。要做到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法、形成合
力，调动各方积极性，建立第三方公
信平台，在区委领导下，继续咬定目
标、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形成合力，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面完成全年
旧改各项目标任务。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4年杨浦全
年完成征收5038户，收尾8个基地工
作目标。其中，成功激活停滞10年之

久的平凉2、3街坊“毛地出让”地块的
旧改，定海154街坊D块首次尝试“三
个100%”整体协议搬迁完成；周家嘴路
越江隧道前期征收基地首日签约即达
100%；历时多年的平凉18街坊、太平
报恩寺地块完成收尾。2015 年上半
年，将聚焦大桥107街坊、平凉7、8、9街
坊等项目的“二次征询”正式签约工
作。确保上半年完成13街坊、101街坊
等基地收尾，123、124街坊、152街坊D
块等基地要抓好征收补偿决定工作。

平凉路街道，杨浦第二、第三
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在会上作交
流发言。 ■记者 郑潇萌

杨浦区2015年旧区改造工作会议召开
实现全年征收5000户、6个基地收尾、5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目标

■记者 陈玲

几首老歌，熟悉的旋律，徜徉在
音乐世界里的他们不自觉地摇晃身
体配合着节奏。3 月 4 日上午，在控
江路1197弄小区老年活动室内，由杨
浦区和泰爱心服务社（（以下简称“服
务社”））定期开设的音乐治疗课程，
春节后首次开课。此时，坐在教室内
信心满满的他们，你很难看出，他们
曾因遭遇重大疾病或意外灾害，迷失
过生活的方向。

他们中有些曾是工厂职工、有些
是居委会干部、有些是家政工作者
……虽然收入不高，但有一个共同
点，全家人努力工作的收入来源，尚
能保证一家人的简单生活。但一旦
遇上“突发情况”——遭遇重大疾病
或意外灾害等，这些家庭人均收入高
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属于低
保范围的群体，就连政府政策帮扶这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无法牢牢抓
住，整个家庭轰然崩塌。

怎么缓解政策“一刀切”引发的
“悬崖效应”，让生活在“阳光边缘”的
重压者也能感受阳光普照的温暖？

2007年，专门从事综合帮扶工作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泰爱心服
务社应运而生，2008年，在区民政局
的支持和推动下，服务社在12个街道
（镇）设立工作室，并配备专职社工，
为困难家庭提供包括资金、政策对
接、心理安慰、实物资助等综合性帮
扶。对政策覆盖不到，或政策覆盖后
仍有特殊困难的社区居民，服务社建
有一套评审、审核机制，采取“一户家
庭、一则故事、一个计划、一缕阳光”
个案帮扶形式，有效缝补政府政策的
缝隙，助他们渡过难关。

拾遗补缺再塑个体尊严
天生爱美的李红妹（化名）是一

名社区工作者，虽然她每天的工作是
在小区的各个弄堂里穿梭，但每天都
坚持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
亮的，因为她坚信，作为一名社区工

作者，要将自己最好的精神状态呈现
在社区居民面前。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2008年的一次社区体检，她被查
出患有乳腺癌。这个消息对她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要将乳房切除需要
一大笔的医药费，对于李红妹的家庭
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当时居住在定海路街道公助一
村的李红妹，全家五口人挤在一间10
平米左右的小房子里，公婆年事已
高，老公长期失业在家，还有一个正
在读高中的女儿，全家人仅靠她的退
休工资勉强维持生活。拮据日子因
为李红妹的医药费“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李红妹的爱人到定海
路街道救助所求助，得知无法享受政
府救助政策，工作人员把他介绍给服
务社街道（镇）工作室。服务社仔细
调查了解李红妹家庭状况后，立即召
开综合帮扶评审会，制定帮扶政策；
同时，安排专业社工上门开展心理疏
导，并与她建立长期服务关系。“她完
全失去了‘生’的希望，整个人蓬头垢

面，躺在床上不愿出家门半步，嘴里
说着‘活着没意义’。”当时服务社定
点在定海路街道工作站的社工张娅
萍，回忆起初见李红妹时的场景……

那个“活不下去”的李红妹，如
今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志愿
者，她跟随社工上门探望正在受疾
病、灾害折磨的人，用自己的故事鼓
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除此之外，
她还是社区歌唱队、舞蹈队的骨干
成员，现在的她与初患病时的她完
全是两个人，“要不是服务社对我的
帮助，我想肯定没有今天的我。”李
红妹说。

服务社主任王建华告诉记者，
目前服务社有专业社工 14 名，他们
中大多数接受过社工专业高等教
育，其中最高学历达到社工专业硕
士。他们的收入待遇不高，承受着
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但他们用自
己的爱心和专业知识帮助边缘群
体，照亮他们通往幸福人生的道路。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