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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二七区在“二七精
神”的激励和鼓舞下，以“文化二
七聚人心，温暖二七暖民心”为
目标，坚持以德治区的发展理
念，弘扬春风化雨的温暖力量，
成为郑州市唯一获评的“中国爱
心城区”。

成立 1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15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组织实施线上
线下各类志愿服务培训606场次，
开展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6000余场。

在组织开展庆祝建党 100周
年社区文化艺术节系列温暖活动
中，营造社区与群众一家亲的美
好氛围，动员广大群众以更加积
极的状态投身到“温暖二七”建设
中来。

在今年疫情防控中，组建110
支志愿服务队、近5万名逆行志愿
者参与到街道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中；组织专业消杀队奔赴二七救
助站、爱馨养老院等地开展全域
环境消杀，为百余户居家隔离困
难家庭发放“防疫礼包”；组建青
年志愿者义剪队 6支 20余人，为
14个街道 120多名一线防疫人员
义务剪发；配合社区开展心理咨
询、助残抚孤、隔离人员帮扶等专

业服务100余次。
利用“温暖二七”微信公众平

台等媒体渠道积极宣传扶贫济
困、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慈善
之星”和先进事迹不断涌现，一大
批“温暖人物”先后荣获“感动中
国”“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
庭”等荣誉称号，“温暖”逐步成为
辖区新风尚，善言、善行、善心蔚
然成风。

成绩璀璨，荣誉满怀。二七
区被誉为“温暖之城”“全国道德
高地”，先后获得中国慈善年度推
动者、2018年度中国公益项目、改
革开放40周年中国慈善事业政策
推动者等多项“国字号”荣誉，先
后 4次在全国进行经验交流。今
年 9月 5日，又将第十一届“中华
慈善奖”揽入囊中。

“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
能少，这是‘温暖二七’始终坚持
的目标。”二七区温暖办副主任、
民政局党组副书记胡悦冬表示，
接下来，将在“二七精神”的指引
下，以“中华慈善奖”为动力源泉，
继续织牢群众的兜底保障网，解
群众之所急，做群众之所盼，为困
难群众送去“及时雨”，为促进共
同富裕、构建三次分配做出更大
贡献。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近
年来，二七区把“一老一小”事
业作为暖民心的民生工程、增
民利的发展工程，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定向发力，开展社区综
合养老、美好教育、慈善助学等
民生普惠项目。

“我们几个老伙伴每天都
要来这里，这里有医护人员每
天给我量血压，关注我的身体
情况，我还可以使用这里的各
种娱乐设备，中午不想回家做
饭了，就在这里吃吃饭，这样的
生活我太享受了。”9月 17日上
午，在淮河路街道绿云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80岁的李国芬奶
奶很开心。

因为儿女工作忙，平时只
有李奶奶一个人在家，她每天
有许多的闲暇时间，便与同院
其他相熟的老人结伴来到日间
照料中心，或唱歌，或打牌，或
下棋。下午5点左右，大家才陆
续回到家。

小而美、专又精的绿云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面积 550平方
米，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
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建设并运
营，为辖区居民提供膳食供应、
个人照顾、保健康复、休闲娱乐
等日间托养服务，这里设有餐
饮、临时住宿、按摩、养生课堂、
棋牌、音乐、舞蹈、书法、乒乓球
等各项文体活动。

绿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是
二七区社区居家养老的缩影。
养老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社会
关注焦点，二七区以“温暖二
七”为抓手精准发力，在养老方
面先行一步，把居家和社区养
老作为养老体系建设的基础性
工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布局，在全市率先开展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实践，搭建了“以居
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
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健康养老
为特色，多种形式并存，实现群
众普惠受益”的养老服务体系。

另外，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除了有最基本的养老公共服务

之外，还强化了助餐、助洁、助
行、助浴、助医等服务能力，确
保养老服务“标准化、精细化、
品质化”，着力推进养老服务由
兜底型向普惠型转变。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 99个，在建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9个，提供养老
床位近 2000张、日间照料床位
500余张，配置老年餐桌 400余
张，办理助餐卡4800余张，全年
累计助餐人数达到 24.7万人
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
全市第一，让更多的老年群体
享受到了“稳稳”的幸福。

抓好民生，教育是重中之
重。长期以来，由于中小学校
作息时间与家长上下班时间不
同步，学生“午餐难”“接送难”
的问题困扰着众多家庭。2019
年 11月 11日，二七区中小学试
点配餐工作在 6所学校正式启
动，标志着二七区中小学“美好
午餐”新模式正式启动。

吃饭问题解决后，二七区
探索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将孩
子下午放学和家长下班的时
间差一并“补齐”。“学校开展
的这个课后延时服务特别好，
不仅解决了家长没办法按时
接孩子的问题，许多作业也能
在延时课堂上完成，一举两
得。”家长对二七区的课后延
时服务非常满意。现在，在二
七，“中午有热餐，课后有延
时”的“官方带娃”模式已成为
新常态。

截至目前，二七区已建成
投用中小学 32所，增加优质学
位 4.76万个。通过校内食堂和
校外配餐的方式，实现了中小
学午餐供餐全覆盖，课后延时
服务覆盖率64.89%。每年设立
美好教育发展基金 600万元和
慈善助学基金400万元，为1000
多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 1500
余万元。积极推进“护童行
动”，累计完成 230多名困境儿
童的“一对一”结对帮扶，“美好
教育”成效彰显。

最贴心的兜底保障·“民生普惠”温暖工程
关键词：“一老一小”

近年来，二七区借助“互联网+”
手段，与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公益宝合作，在全省
首次尝试“互联网+精准救助+社区
慈善”模式，全面打造城市精准帮扶
的“二七样本”。

二七区慈善驿站运营中心位
于沅江路，二楼是二七区在全省
率先建立的可视化“温暖二七”
精准救助大数据系统。系统有
效整合了区民政、残联、妇联等
部门信息，全面掌握全区 175个
社区（村）低保、优抚、老人、残
疾、困难妇女、困难职工等 11类
1.6万余名困难群体的救助信息。

“系统对救助对象进行身份信
息自动识别和救助监管，省去了许
多烦琐的环节。”区温暖办项目组组

长陈龙介绍说，“以前是人找政策，
现在是政策找人。简单地说，大数
据系统不仅可以通过汇总的数据层
层筛选出救助对象进行点对点精准
救助，还能简明可视地帮助捐助人
追踪到自己捐助的每笔钱和物的去
向以及用途，实现慈善募捐和慈善
救助一体化，确保每笔善款善物真
正落到实地，让捐助人放心、收捐人
安心。现在，辖区11类困难群体精
准救助率已达80%以上。”

运营中心一楼是超市，有食品、
日用品等，居民每在这里或线上的
温暖商城消费一笔，就有2%金额汇
入慈善基金，用于11类困难群体的
救助帮扶。自运行以来，消费实时
捐赠额 3.44万元，累计发放救助代
金券126万元；通过电子券、会员折

扣券、慈善慰问、慈善救助、微心愿
等方式，线上和线下共精准服务于
近3万户困难群众。疫情防控期间，
向辖区重点疫区返郑人群、辖区困
难家庭等免费赠送日常生活用品
700箱；低价向辖区居民销售、赠送
时令蔬菜水果及日常消毒用品，在
疫情应对及社区治理实践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在探索城市贫困人口的精准帮
扶路径上，二七区一直在不断探
索。2016年来，针对“贫困、大病、残
疾”等特殊群体，辖区残疾人、60岁
以上贫困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老人、优抚对象、先进典型等免费体
检人数达 10640人，住院残疾患者
640人，帮扶困难群体2万余人掌握
就业技能。

近年来，二七区凝聚全社会互帮互助
的慈善力量，做到慈善资金“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形成了“一个平台，多方参与”的
良好格局，使居民需求精准满足、社会参与
更加有序、社会资源广泛整合。

拥有一座不漏雨、不透风的房子，对樱
桃沟管委会曹洼村的刘章成老人来说，曾经
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他的梦想实现
了。今年6月17日上午10时许，樱桃沟管委
会主任科员冯娜和几位同事一起来到刘章
成老人家中，有的抬着新买的洗衣机，有的
拿着崭新的锅碗瓢勺，有的提着面和饺子
馅，来给老人“燎锅底”，庆祝老人乔迁新居。

刘章成老人今年74岁，因身体不好，靠
低保维持基本生活。他原先住的瓦房已50
多年，年久失修，雨天漏雨，冬天似冰窖。社
区和管委会通过走访了解情况后，将其纳入
“99公益日”慈善捐款“给老人一个家”的项目
里。“在辖区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的捐助下，

最终成功募集善款25万元，为包括刘章成老
人在内的5户困难老人修缮重建房屋，做到了
慈善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冯娜说。

“我们优化慈善项目，拓展募捐渠道，
提升救助实效，致力于实现‘人人可慈善’
的温暖互助氛围。在今年的‘99公益日’网
络募捐活动中，我们动员了全区近 20万名
爱心人士参与，筹集善款1413万余元，这些
善款将用于辖区助困、助学、助医、助残等
服务困难群众领域，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美
丽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二七
区温暖办负责人介绍说。

在灾情、疫情的大战大考面前，二七区
又发挥慈善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迅
速开展受灾困难群众专项救助行动，通过
链接整合资源、网络平台募捐动员等方式，
为全区筹措款项 1.05亿元、物资价值近 1.2
亿元，重点关注受灾困难群众等困境群体，
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

淮河社区部分楼院缺乏基础的休闲设
备，为了解决居民的需求，社区通过光合共
创空间平台，于今年6月发起“一心一‘椅’”
完善“微设施”民生项目，公开进行募集。
郑州海汇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看到该项目
时，积极响应社区需求，捐赠5000元的资金
用于淮河路56号院、连心胡同82号院增设
安装休闲座椅。目前，该项目正在实施中。

淮河路街道打造的社区治理光合共创空
间，通过全面整合社区各类要素资源，把管理
和服务力量逐渐放到基层，提供“党群服务、
协商议事、培育孵化、资源共享”等多元服
务，从而实现社区治理质的飞跃，共创共享
美好生活。另外，街道依托光合共创空间，
培育发展了五大类120余支社区社会组织队
伍积极谋划社区服务项目。社区社会组织
的蓬勃发展，全面激发了辖区居民参与社区
治理的热情，陇中南巷老党员楼院环境治理

服务队、诗歌朗诵社、“巧厨娘”送餐服务队等
一批社区社会组织成熟运转，围绕街区中心
工作开展服务，关爱孤寡老人及残障人士的
“一个人的剧场”等温暖品牌项目逐步形成，
叫响了“身边的公益”社区微公益服务品牌。

目前，二七区成立了区级社会组织双
服务发展中心，培育发展社会组织 330余
家，连续 4年累计投入资金 1200余万元购
买专业社工服务，涵盖社会组织孵化培育、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平安建设、残疾人
社会支持、妇女维权关爱、困境青少年关
爱、婚姻家庭调解等9大类30多种服务，将
群众切实需要的服务送到他们身边。

组建红色物业联盟，推动无主管楼院
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累计投入 1.1亿元，
撬动社会资金 1.4亿元，对全区 175个社区
阵地进行亲民化改造提升，创建达标 76个
省级规范化社区。

最给力的救援保障·打造“慈善助力”温暖工程
关键词：人人可慈善

最贴心的社区服务·优化“社区治理”温暖工程
关键词：共创共享

最智慧的帮扶救助·“精准帮扶”温暖工程
关键词：11类困难群体

最丰富的精神食粮·强化“文化宣传”温暖工程
关键词：温暖力量

“温暖二七”荣获“中华慈善奖”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老年人集体生日会

二七区五大温暖工程引领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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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二七区坚持把“改革成果全民共享”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开展“温暖二七”建设，以提高城市贫弱人口获
得感和自我发展能力为抓手，形成了“一个目标、三年计划、四大平台、八大行动”的整体发展布局，每年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
持续推进民生普惠、精准帮扶、社区治理、慈善助力、文化宣传五项温暖工程，推出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民生微实
事”，直接救助困难群众4万余人，帮扶就业2万余人，受益群众28万余人，辖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指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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