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 心事暖

县区新闻A09
2025年2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赵璇 美编：宋笑娟 校对：溯者

本报讯（记者 郭涛 李绍光 程艺
涵）“一个窗口受理，20多分钟就办完
了，真是太便捷啦。”昨日下午，在新密
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变更注册的广
州客商吴先生心情十分激动。这是新
密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行“高效办成一
件事”改革带来的变化之一。

以环境之“优”，聚发展之“力”。今
年以来，新密市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将
优化环境列入 2025年头号工程，春节

过后第一会又是塑造最优环境大会，实
施六大行动，高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
事”服务改革。该市建立了政企沟通调
度督导、绩效考核等三大工作机制，协
调解决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对缓慢事项
进行研判，精密精策，持续发力，补短
板，促提升，保证了改革顺利开展。

改革中多措并举，畅通政务服务渠
道，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
事“一网通办”。加强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实现办事申请“一次提交”、
办理结果“多端获取”。推进关联事项
集成办，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一件事一
次办”“一类事一站办”服务，逐步实现
高频“一件事”服务场景全覆盖。深化
数据共享应用，实现政府部门核发的证
明证照免提交；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实
现能通过部门核验协查的各类证明材
料免提交。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政务
服务”，建设政务服务大模型基础体系，

打造政务“数字人”、智能行政审批、惠
企惠民政策服务等政务服务大模型应
用场景。

扎扎实实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
成效。今年以来，新密市实现“免证办”

“同城办”事项200多项，实现“零跑腿”
事项 390 多项，办理效能提升 20%以
上，为企业化难点、通堵点、解痛点，切
实降低了企业综合成本，提高了企业生
产经营效率。

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
助力“四上”单位
入库纳统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
员 代长旭 卢佳琦）今年以来，为
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万人助万
企”活动部署，中原区桐柏路街道
以服务企业为核心，聚焦企业发
展难题，大力推进“四上”单位入
库工作。

桐柏路街道领导班子带头深
入企业一线，通过走访调研、座谈
交流等方式，全面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收集企业在融资、用
工、市场开拓、政策落实等方面的
困难和需求。针对企业反映的问
题，街道建立联络通道，实行“一
企一策”精准帮扶，确保问题及时
解决。

在助企纾困的同时，街道将
“四上”单位入库工作作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摸
底排查、政策宣传、精准指导等方
式，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入
库，确保应入尽入、应统尽统。在

“万人助万企”活动和“四上”单位
入库工作的双重推动下，桐柏路街
道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发展信
心显著增强。

打破壁垒 资源共享
高新区首个紧密型
城市医疗集团授牌

本报讯（记者 孙庆辉）昨日，
高新区首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授牌仪式暨高新区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建设研讨会在郑州市中心
医院高新院区举行，旨在进一步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区
域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医疗卫生
服务水平。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是一种
新型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以城市综
合性医院为核心，整合市、区级医
疗卫生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形成紧密型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紧扣“资源整合、服务提质、群
众满意”三大目标，医疗集团力争
2025年实现区域内就诊率提升至
85%、基层首诊率突破65%，为患者
提供更多的就医选择和更优质的
医疗服务资源，构建“小病在社区、
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医疗
服务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 朱翔宇 通讯员
徐亚婷 刘彦杰 文/图）从“办事大
厅”到“邻里聚会场”，二七区京广路
街道红云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蝶
变，让居民推门见邻、下楼即友，重
塑“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暖图景。去
年以来，社区以“共享+资源、服务、
文化”三线融合创新基层治理，推动
居民生活半径与情感距离“双提
升”，构建起有温度、有活力的居民
幸福生活圈。

共享+资源，延伸“生活娱乐
圈”。曾经的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单
一，如今摇身变为“共享空间”：舞蹈
室、书法室、图书室、健身房等多个
功能室全面开放，空调、微波炉、饮
水机等便民设施全天候服务。棋友
对弈、舞团排练、书法写作……每天
的日常活动丰富多彩、乐趣无限。
便民大厅更化身“共享驿站”，药箱、
轮椅、老花镜等各类日常物品可免
费借用，居民只需登记即可解燃眉
之急。

共享+服务，画出“和谐互助
圆”。“楼上孩子跑跳影响休息”的投
诉，经网格员及时上门调解，化作邻
里间的相互体谅。社区创新“网格

事网格解决”机制，网格员通过“敲
门行动”精准对接需求，累计化解矛
盾纠纷、安全隐患等问题 35件。更
亮眼的是“社区能人库”，汇集水电
工、教师、医护等居民，他们发挥特
长，提供家电维修、课业辅导等服务
36次，惠及234人。

共享+文化，织就“情感联结
网”。冬至包饺子、元宵猜灯谜、书画

作品展……社区年均举办30余场文
化活动，吸引辖区居民参与，居民在
互动中悄然打破隔阂。“这些活动让
我们从‘门对门的陌生人’变成‘心
贴心的老熟人’！”居民王阿姨的话
道出大家心声。文化共享不仅滋养
精神生活，更激活了居民参与社区
治理的热情，基层治理的“独角戏”
正转变为居民幸福“大合唱”。

本报讯（记者 董茜）为帮助空巢、
行动不便等老人在家门口、在家里能吃
上热饭，郑州市民政局根据省、市工作
部署，着力推进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建
设。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不同类型的老
年助餐服务场所 645家，其中经开区已
建成 25家。目前，这些食堂就餐情况
如何？2月27日，记者前往部分社区食
堂进行探访。

提供早、中、晚三餐，有老人养生
餐、减脂餐、扣碗等不同菜系，套餐最低
9.9元、馒头一个0.5元……在经开区明
湖办事处亚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
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备餐。

老年食堂负责人莫嘉辉介绍，该食
堂是经开区第一家社区食堂，旨在为群
众提供优质、营养、健康、安全、实惠、便

民的饮食服务，重点解决辖区 60岁以
上的空巢、独居、高龄、失能老人做饭
难、吃饭难的问题，采取食堂就餐、志愿
者上门送餐的方式打造居家养老助餐
服务新模式。目前，该老年食堂已运营
近一年，每日最大接待量500人次。

除了为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其他
群体能否就餐？

“当然可以！”莫嘉辉说，食堂面向
全龄人群开放，在保障老年人就餐的基
础上，方便更多群体就餐，减轻食堂运
营压力。

距离亚太社区不远的明湖办事处
盛和养老服务中心，也是经开区老年食
堂之一，与前者不同的是，这里还提供
配餐服务。

“除了老年食堂，我们还针对老年

餐桌、老年助餐点，这些不具备操作能
力但有供餐需求的，提供配送服务。”负
责人赵依冉说。

据了解，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分为老
年食堂、老年餐桌、老年助餐点 3 类。
老年食堂是指具备为老年人提供完整
膳食加工、集中就餐和配送服务等综合
功能的服务场所；老年餐桌是指为老年
人提供简易餐食烹饪、加热、保温和就
餐服务功能的场所；老年助餐点是指具
备为老年人提供餐食保温、取餐和配送
服务功能的场所。

截至目前，根据辖区老年人口分
布、居住密度及服务半径等因素，经开
区科学规划并建设了多个老年助餐场
所。目前，全区已设立老年食堂 8个，
老年餐桌8个，老年助餐点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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