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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3 日电(记者
王君宝)站在黑龙江省鹤岗市沿河社
区宽敞明亮的办事大厅门前，望着眼
前干净整洁的群众广场与栋栋亮着灯
光的居民楼，沿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兼
主任姜霞感慨万千——— 过去这里曾是
一片狼藉。

低矮的破旧砖房煤烟呛人，崎岖
的羊肠小路泥泞难行，这边是百姓抱
怨，那边是社区干部叫苦不迭，一片棚
户社区好似涣散的“城寨”。

“1 . 2 平方公里内住着 1 . 6 万人，
拆迁后，各地大量棚户区居民涌入这
里，变成新‘楼房棚户’，打麻将的多，百
姓舒心日子少。”姜霞面对的管理难
题，在鹤岗不止一处。

2013年，鹤岗市大面积启动棚户区
改造工程，“我们共拆迁平房 2300 余
户，回迁安置居民一万余人。”鹤岗市北
山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王丽影说，来自不
同区的群众住在了一起，社区干部的工
作有了新挑战。

为改变这一现状，鹤岗的社区干
部决定为这些“棚户社区”来个大变
身，第一步便是改善服务群众的软硬
件。

借助棚户区改造工程，沿河社区
拥有了集办公、服务、居民娱乐为一体
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的综合办公楼，
还修建了占地面积约 2 万平方米的休
闲广场。

66 岁的房广英是沿河社区退休
的老主任，她清楚地记得十年前只能
在家里办公、开会要向别人借房子的
窘境。“那时候社区就三个干部，服务
1000 多名居民。”如今，在新的办公楼
图书室，她与许多居民有了看书休闲
的地方，“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现在繁杂的社区服务，也基本都
归纳到了一部手机里。沿河社区所属
的兴建路办事处主任戚欣介绍，办事
处不仅通过公众号满足了居民办事、
咨询的需要，还在微信群中为辖区居
民及时发布最新通知、推送优惠政策
等，“动动手指免去了排队困扰”。

解决了“事”的问题，更复杂的
“人”的问题又摆在了桌面上。人口复
杂且相对贫困，姜霞、王丽影所管理的
社区群众精神风貌显得消极，“吵架的
多、互助的少”。

为此，北山社区、沿河社区等社区
以党组织为核心，将党员派驻到各居

民楼中，定期深入每家每户中沟通、帮助群众，还协调驻
区的各领域党组织，共同进行普法教育、治安联防等工
作。

北山社区“池兰”党支部书记梁池兰便是党员引领的
典型代表。她定期带领社区 23 名党员居民志愿者排查走
访辖区空巢老人、困难群体、留守儿童等，给予及时的帮
助和关爱，还带领社区志愿者走进辖区公园，在人流当中
捡拾白色垃圾，提高环保意识和群众素养。

社区矛盾明显减少。“过去调和邻里关系是我们的重
要工作，现在一年都不一定有一次调解纠纷的活儿。”王
丽影说。

社区治理这几年越来越有人情味。在沿河社区服务
中心楼梯间不起眼的拐角处，数十件棉衣整齐挂起。“这
都是党员群众自发捐献的衣服，辖区居民可以随来随取，
不用打招呼。”戚欣说，该社区如今已累计捐赠了数千件
“爱心衣服”。

沿河社区建立了“爱心银行”，党员群众做好事可以
积分，分值可以兑换物品或是选择受助，沿河社区服务中
心的“爱心银行”展板上，记录着 400 余名党员群众的爱
心故事。

在鹤岗，类似北山、沿河社区传递正能量的故事还有
很多。许多社区还录制了“微视频”宣传片，通过大屏幕播
放，让典型故事以文字、声音的方式在辖区内广为流传，成
为风尚。一批原先的“棚户社区”正变为基层治理的样板。

鹤岗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赵俊友介绍，目前鹤岗市区
70 多个社区中，办公活动场所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的
就有 31 个，该市正在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信息综合平台，
集纳计生、医保等功能。

“鹤岗市社区改扩建工程去年一年投入 5000 多万元，
近 3 年，年年提升社区干部工资，现在一个社区平均拥有
9至 10 位工作人员。”鹤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关德君说。

2017 年以来，人们眼中过去的“棚户社区”变身党建
先进示范社区，鹤岗的基层社区也迎来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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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3 月 3 日电(记者黄筱)记者近日从浙江
杭州市桐庐县相关部门获悉，自 3 月 3 日起，该地的优秀
志愿者可把志愿服务时间“变现”，直接向银行贷款。

据了解，依托浙江省农信联社科技平台和“志愿中
国”信息系统，桐庐县农商银行推出了线上“志愿积分贷”
产品，无须面签、担保，客户只要手机一键申请、贷款就
能到账。

“志愿积分贷”的对象主要是“志愿中国”平台上 22
周岁至 60 周岁，且公益信用分在 335 分以上的注册会
员。银行根据“志愿中国”信息系统评定的中青公益信用
分来确定授信额度，最高可达 30 万元。在授信额度范围
内，客户可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还款能力等合理确定贷
款额度。

贷款利率方面也有相关优惠，“志愿积分贷”起始按
照月利率 4 . 98 ‰执行；公益信用分在 500 分(含)至 600
分以下的按照月利率 4 . 5 ‰执行；公益信用分在 600 分
(含)以上的按照月利率 4 ‰执行。

据悉，除了有金融服务方面的“礼遇”之外，桐庐还构
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优秀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机制，
优秀志愿者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文化生活、荣誉表彰
等方面享受各项“福利”。

桐 庐 优 秀 志 愿 者

服务时间可“变现”

直 接 向 银 行 贷 款

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3 日电(记者张晓龙、张啸诚)64 岁的
农民李红秀是新疆阿勒泰市民间博物馆创建者之一，由她建立
的民俗陈列馆记载了“户儿家”百年传奇。

“户儿家”是指 19世纪中叶为了生计，从山西、陕西、甘肃一
带，迁徙至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 40 多户汉族农民。从那时起，“户
儿家”们便在克兰河两岸的平原上安家，修渠引水，春耕秋获。

“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原，只有牧民游牧时会短暂经过，没人
长期居住。”李红秀说的荒原就是今天农家小院林立的阿勒泰市
红墩镇一带。这些院落和北方农村常见的民居没有大的差别，惊

蛰将至，屋顶还满是积雪。
在李红秀家中，悬挂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片拍摄于 1954 年，

画面里是她丈夫的爷爷曹光有一家 25 口人。曹家是老“户儿
家”，镇里的大家族。

生于青海省的李红秀在 20世纪 70年代嫁入曹家。按当时农村
“女主内”的分工，她要伺候年迈的曹家爷爷。爷爷爱讲“户儿家”往
事，那些绘声绘色的讲述让年轻的李红秀穿越了时光。

“仿佛亲眼看到了百年以前，牧民怎样向农民拜师学农艺，
开荒种田；农民也买来羊羔牛犊，请牧民到山里代牧。小商铺里

人声鼎沸，水磨坊内石磨旋转，‘户儿家’定居的地方很快成为
四里八乡的‘商贸中心’，繁盛一时。”

但在新中国成立前，阿勒泰地区一带土匪猖獗，时局动
荡，“户儿家”也随之“身世浮沉”。

在那些或有趣或悲伤的故事中，20岁出头的李红秀懵懵懂
懂地觉得，“户儿家”历经百年延续至今，一定有它的生存之道。

这个连初中都没有上完的农村妇女像搞“田野调查”一
样，把“户儿家”作为研究对象，观察、琢磨起来。

她发现，“户儿家”家族成员由三四个民族构成的情况比
比皆是，每家都能找到懂两三门语言的人，包括曹家爷爷在
内，许多人家都收养过其他民族的孤儿。民族从不是彼此交往
的壁垒，习俗更不是阻隔大家交融的障碍。

改革开放后，李红秀连续干了几件“大事”：她应聘成为镇
幼儿园园长，到城里做过外贸，在村里办过餐馆，其间还多次
跑到新疆以外的地方参观学习，眼界大开。

与此同时，“户儿家”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天津来的手艺
人、上海来的商贩、维吾尔族打馕人、回族大厨……数以千计
的人如“户儿家”一样，在红墩镇“落地生根”。

2012 年，李红秀不顾丈夫反对，又启动一项新事业——— 她
要用老物件再现“户儿家”百年生活与历史。汉族人家废弃的马
鞍子、哈萨克族人家用坏的老纺车，都被她悉心收藏。

从镇子周边的城市人，到远隔千里的内地游客，参观者们
惊讶地发现：在祖国最西部的新疆，也曾发生如“闯关东”“走
西口”一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馆藏物件，镇政府花费 20 万元在镇
中心建设新馆，主动捐献老物件的农民更多了。陈列馆常年免
费开放，李红秀既当管理员，又担任讲解员。

2017 年，为增加陈列馆日常经费，也为带动街坊增收致
富，李红秀重操旧业，张罗四邻开起农家乐。邻居们纷纷响应，
把各院改造装修，建造成风格迥异的民宿。

“户儿家”的生存之道是什么？“爱心、分享、互助，就是‘户
儿家’的生存智慧，更是民族团结的真谛。”李红秀说。

新疆：百年“户儿家”，浓浓民族情

▲在阿勒泰市红墩镇“户儿家”民俗陈列馆，李红秀展示藏品（3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晓龙摄

新华社上海 3 月 3 日电(记者李荣)上海徐汇区凌云街道化
工一村 148 号楼加装的电梯，近日正式投入使用。 4 楼居民顾
阿姨坐了新电梯下楼，激动地说：“我们这些腿脚不便的老年
人再也不用为上下楼的事情犯难了。”

化工一村 148 号楼建造于 1990 年，原为系统自管房，现
为售后房，是一幢砖混结构住宅楼。全楼六层住有 18 户人
家，将近三分之一的居民为 70 岁以上的老人，加装电梯已成
为居民“刚需”。

1 年多之前，在楼内居民的倡议下，化工一村老住宅楼加
装电梯的实事工程起了步。不过，一部电梯虽小，能够顺利竣
工却并非易事。这其中，在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合作共治起了关
键作用。

化工一村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区，居民以华东理工大学教
职工为主，居民自身素质高，议事意识、能力都比较强，加装
电梯便是居民自主自愿发起、自我决定、共同参与的集体行

动。在居委会的引导协调下， 148 号楼加装电梯自治管理小组
第一时间成立。从意见征询到资金筹措再到监督管理，居民全
过程参与其中。

6 楼居民钱平吉老师是最初的发起者，他认真学习了
“上海市既有住房加装电梯办事指南”，得知自己住的这幢
楼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便与居住在 3 楼 85 岁高龄的朱裕
贞老师一起，共同向居委会、业委会提出加装电梯的需求。
在得到“两委”的支持后，他们便开始征求楼里其他业主的
意向。遇到居民有不同意见，他们不顾年老体弱、步履艰
难，或是登门拜访，或是电话联系，听取意见，进行解释，
终于在楼内所有业主之间达成初步共识，完成了最困难的
“第一步”。

化工一村所在的华东理工大学第一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陈绮
文说：“小区的老人每天爬楼梯真的十分辛苦，加装电梯是一
件利民惠民的实事，居民有需求，党支部责无旁贷。”在小区

党支部的引领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齐心协力，着
手对电梯公司、城市建筑设计机构和代建单位进行参观考
察。专业机构多次研讨与论证了设计方案，通过技术手段解
决了安全、位置、采光等问题，很好地回应了居民心中的疑
虑和担忧。

在多轮协调之后，召开了小区业主大会与楼组长大会，
全面解释并说明了 148 号楼加装电梯的各项事宜，向全体业
主正式发放了意见征询单，成功获得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
意。街道管理办和小区居委会、物业等还及时提供必要的指
导，帮助代建单位补充修改申报材料，使得前期审批流程在
四个半月内全部完成。

小小一部电梯，连接的是从一楼到顶楼的距离，温暖的
更是每一户居民的心。凌云街道党工委书记朱龙霞说，城市
治理创新，让居民能参与改善自己生活的条件和空间，共治
带来共同的获得感。

沪上老楼有“新事”，加装电梯靠“共治”

新华社记者秦迎编制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记者魏梦佳)3 日是“世界野
生动植物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信息显示，目前北京
已进入候鸟迁徙期，今年 2 月，全市 9 个国家级和 34 个市
级监测站共监测到野生鸟类 26 . 5 万只。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北京作为东亚重要
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春天都有大量候鸟由南向北迁徙过
境，部分候鸟在北迁过程中落脚北京。根据 2 月 1 日至 26
日的监测数据，全市共监测到野生鸟类 26 . 5 万只，其中包
括大天鹅、小天鹅、白尾海雕、猎隼、白琵鹭、苍鹭等。

近年来，随着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首都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植物种类正在增加。去年 10 月，在
位于北京延庆区的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观测到的鸟类达到
343种，与 2015 年同期相比新增 48种，其中不乏短嘴金丝
燕、林柳莺等北京地区罕见品种；在一些自然保护区中，豹
猫、野猪、狍子等动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监控镜头中。

据新华社天津 3 月 3 日电(记者付光宇)3 月 3 日是第六
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
新区政府在大港世纪广场和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联合举办
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主题活动。

在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现场投喂鱼苗约 1
万斤，放飞被救护候鸟 6种 9只，其中鸿雁 2只，斑头雁 1
只，苍鹰 2只，银鸥 1只，鸬鹚 1只，环颈雉 2只。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是海河五大
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
入海口，同时拥有森林、湿地、海洋、农田等多种类型的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资源十分丰富，是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
迁徙的重要中转站。

“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迁徙通过天津，包括许多珍稀濒
危鸟类，如遗鸥、大鸨、东方白鹳等。”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津市野生动物共 485种，包括野生鸟类
416种。2018 年，全市共出动救护人员 1000 余人次，救护各
类野生动物 1759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2只、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182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839只、外来物种 726
只；野外放归野生动物 880只，野生动物保护水平不断提升。

北京：

2 月监测到 26 . 5 万只野鸟

天津：

去年救护野生动物 1759 只

“户儿家”是指 19 世纪中叶为了生

计，从山西、陕西、甘肃一带，迁徙至新疆阿

尔泰山脚下的 40 多户汉族农民。

李红秀用老物件再现“户儿家”百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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