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实事
聚焦“急难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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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会区把“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内容，共梳理出665项民
生实事。其中，区级民生实事112
项，区级首批“民生微实事”52项，各
镇、各部门等“民生微实事”501项。

新会区委书记文彦强调，各部
门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民生保障工
作深度结合，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推动全区发展改革
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据介绍，“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的112项区级民生实事包括提升民生
保障水平18项、促进就业创业11项、城
市品质提升8项、推进乡村振兴21项、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5项、提升文教体卫
服务 14 项、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3
项、做好住房保障服务8项、改善交通出
行13项、完善便民服务体系11项。

在新会区委、区政府的积极推动下，
一批纾解“痛点”、打通“堵点”、补齐“断
点”的民生实事加速落实。

今年年初，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新会分中心业务受理部部长李兰芳、副
部长梁军开着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流动
车来到84岁的赵杏梅家中。两天前，赵
杏梅委托女儿梁红惠预约了不动产登记

“上门服务”。“请问您是赵杏梅本人吗？”
“您清楚理解接下来要办理的业务吗？”
自我介绍后，李兰芳开始核对赵杏梅的
身份信息并办理业务。短短10分钟，相
关业务程序已悉数办理。梁红惠说:“之
前听说有不动产登记免费上门服务，我
还不敢相信！这次办理很便捷高效，真
的感觉很暖心，辛苦你们了！”

据介绍，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流动
车是新会区在全省首推的不动产登记
便民服务，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事情虽小，受益面大，目前共提
供上门服务 45 次，切实为有办证需求
但行动不便的群体解决办证难题。

除了推出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流
动车外，新会区还在兜底保障方面着
力“办实事”。据悉，今年4月，新会区
完成低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提
标工作，将低保标准由 900元/月人调
整到 932 元/月人、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标准由 17280 元/年人（1440 元/月人）
调整到17892元/年人（1491 元/月人），

并于5月上旬完成低保、特困调标后1
至4月的差额补发工作。此外，门诊特
定病种数扩大至 58种，城乡居民医保
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基金支付比
例由原来60%提高至70%。已实现门
诊特定病种待遇申领“就近办”和“一
站式”办理。这些措施让很多生活困
难的特殊群体收到实惠。

此外，52 件“民生微实事”侧重
“微”字，是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
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群众热切希望解
决的惠民小项目。新会区各部门紧密
配合，建立“民生微实事”常态化运作
机制、“民生微实事项目库”管理办法
等配套机制，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是其中一项已

完成的关心关爱群众类的“民生微实
事”项目。据介绍，新会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与江门市晴海天社会工作综合
服务中心合作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
为有需求的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咨
询、情感辅导、心理疏导、危机处理、离
婚辅导等服务。2021 年，共处理离婚
危机干预个案40个，新婚辅导个案10
对，劝和率近70%。

困难群体获得实惠

持续解决“微实事”

新会区婚姻登记处为群众提供家庭婚姻辅导服务

“接地气”办实事

推动665项
民生实事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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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
开平

碉楼下讲党史 处处回荡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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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开平市委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高站
位、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先学
一步、学深一层，开平市四套班
子领导带头参加党史主题市委
中心组理论学习和研讨会，深
入基层讲党史专题党课，以上

率下、示范带动，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迅速铺开。

围绕开平市委制订的工作
方案，当地结合红色资源开展
一批学习教育活动、编写一批
党史普及读物、推出一批党史
精品课程、组织一批党史巡回
宣讲活动、打造一批党史教育
基地、擦亮一批红色文化名片、
办好一批为民服务实事。“规定
动作不折不扣，自选动作出新

出彩”，当地特色学习品牌逐渐
形成。歌曲MV《跟着你》唱响
了开平人民矢志不渝“跟党走”
的一颗红心；党员群众踊跃参
与“开平记忆——红色日记”征
文大赛，用文字记录党史学习
教育教育所思所悟；打开手机
点击“掌上微课堂”，随时上党
课成了开平党员群众的新风
尚。这些品牌活动掀起了当地
的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此 外 ，开 平 还 全 面 开 展
“十百千万”党史学习教育服
务项目，20 多间“碉楼下的课
堂”、500 多个“党史学习教育
图书角”、“百部红色书籍送基
层”、总计 2700 多场的“千场
红色电影进百村”活动、组织
全市2万多名党员开展党史知
识竞赛……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到开平基层的每一处，覆盖了
千家万户。

“共产主义思想对海外华
侨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为了让大家直观形象地理解我
们组的观点，本轮以树状图的
形式展示讨论成果……”近日，
国家税务总局开平市税务局首
创“侨乡‘红’茶馆”的党史学习
模式，在塘口镇谢创故居开展

“碉楼下的党课”系列活动，身
临其境的授课现场和新颖的讲

课方式受到党员干部的欢迎。
开平是华侨之乡、碉楼之

乡。碉楼是世界文化遗产，也
是开平人民以及广大侨胞爱国
爱乡、保家卫国的见证。开平
市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突出本地
特色，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
开展“碉楼下的课堂”活动。塘
口镇的谢创故居红色教育基
地、百合镇的周文雍陈铁军纪

念馆、赤坎镇的南楼纪念公园
等众多红色革命遗址，均成为

“碉楼下的课堂”。“一镇一课
堂”，实现了对开平各镇（街道）
的全面覆盖。

“碉楼下的课堂”内容鲜活
而生动。开平税务局在南楼下
开展党员组织生活，聆听南楼
七壮士英勇抗击日寇的悲壮故
事；月山镇党员干部到万隆客

栈回顾当年粤中纵队地下工作
的革命历史。思想的光辉具有
无穷吸引力，市民、党员干部、
入党积极分子、外地组织前来
的党员干部和游客，纷纷参与
到课堂上。类似的活动开平市
已经开展近300场次，有1万多
人次“上课”。“碉楼下的课堂”
已经成为开平市党史学习教育
的“活招牌”。

今年4月，周恩来总理侄孙女、广
东省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周晓瑾来
到开平一中，在当地教育部门主办的

“红色后人讲党史”主题党日活动上担
任主讲人，为开平学生讲述《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少年周恩来读书的故
事》。她讲述了周恩来同志在颠沛流
离中成长，逐渐树立起伟大的家国情
怀，并在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后为之奋斗一生的历程。声情并茂的
讲述让在场学生大受感动，其中一位
学生伍洁莹表示：“通过这一节课，我
受到很大的启发，作为一名青年，首先
要立志立德，要努力学习，要一代又一
代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下去。”

这是今年开平市教育局主办的
其中一场“红色后人讲党史”进校园
活动。开平市教育局在扎实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过程中重点关注青少年
学生，制定《党史进校园系列活动工

作方案》，采取听、说、读、写、画、唱、
演、行等方式，引导广大学生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听党话、跟党走，“红色
后人讲党史”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活
动。当地教育部门还把党史教育列
为学校“国旗下的第一讲”“思政第一
课”、主题班会课、“从小学党史、永远
跟党走”主题教育、历史课等教学主
题，达到每天学习党史内容，强化党
史教育的效果。

此外，开平市教育局还组织学生
阅读红色读本读物，积极发动学生参
加“党的故事我来讲”“‘党史青（少）
年说’微演说”等活动，通过看“红”
书、讲述革命故事等形式让学生加深
对党史的认识和了解。而紧扣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开展的硬笔书法、绘
画、合唱、红色经典剧表演、知识竞赛
等比赛活动，也激发出学生的党史学
习热情、提高了党史学习质量。

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各
个年代的开平优秀共产党员代
表，成为广大党员群众的学习对
象。周文雍与陈铁军那段“刑场
上的婚礼”的悲壮故事，以及谢
创毅然归国参加革命的坚定信
念，在党员群众中传颂已久；新
时代的优秀党员董淑猛，同样被
党员群众赞颂。

董淑猛是开平市玲珑医院
党支部书记、院长。2004 年开
始，他与妻子徐娜扎根在开平大
山深处的麻风病专科医院——
玲珑医院。17年来，他在条件艰
苦的医院勤恳工作，以医院为家、
视病人为亲人。在医院的每一
天，他都把精力倾注在医疗事业，
克服了医院地处偏远山区、交通
不便、医疗设备简陋的困难，每天
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忍受病人伤
口上难闻的气味，为病人做检查，
不怕脏、不怕累，想尽一切办法提
高患者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即
使身患重疾，仍奋战在工作一线，

并筹划建设“麻风印象博物馆”，
让全社会关爱麻风病人。在他的
努力下，玲珑医院麻风病人的医
疗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有效改善，
麻风病人和康复者老有所养、病
有所医，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董淑猛无怨无悔地为人民
服务，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的政治本色。党史学习教育期
间，不少党员和义工前往玲珑医

院，学习董淑猛夫妇献身于麻风
病防治工作的先进事迹。开平
市也举办了“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我为玲珑医院献
爱心”捐赠活动，以献爱心、弘扬
正能量的形式向董淑猛致敬。
不少党员群众都表示，要以董淑
猛为优秀共产党员榜样，继续践
行初心使命，做好本职工作，让
平凡的事业变得伟大。

为群众办实事
“一个也不能少”

江海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海区“共建一个家”贫困家庭旧房
改造项目是该区“我为群众办实事”
项目之一，由江海区民政局牵头发
起，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为困难
群众改善居住环境，帮助困境儿童增
加生活期望，帮助困难老人安享晚
年。项目共整合投入资金 130 多万
元，其中民政、残联、妇联等部门补助
资金约 25 万元，慈善资助资金约 55
万元，捐赠建筑物料折价约10万元，

至5月 10日已完成了12户贫困家庭
旧房改造。

据了解，江海区的“我为群众办
实事”项目中，有不少是致力于为困
难群体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提升他们
的生活感与幸福感。如对区域内困
难群体实行社保兜底保障，确保符合
参保条件的困难群体100%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享受政府代缴
每人每年 120元的个人保费；城镇中
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及外来务

工人员申请住房保障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 2660 元以下扩大到 2895 元以
下；落实“关爱·她”“爱·同行”江门市
妇女儿童安康保险公益行动，为困境
妇女捐赠保单约 300万元；为困境儿
童捐赠保单 1128 万元；为 20 户困难
长者进行居家环境的改造，并安装AI
智能看护设备；为退役军人及军烈属
解决就业、住房、救助申请等问题。
相关的项目，让该区“办实事”实现

“一个都不能少”。

据了解，区伯是江门市江海区礼乐
街道武东村的特困人员，孑然一身的他
年过8旬，虽然身体硬朗、生活基本自
理，但因为早年阑尾炎手术留下病根，
腰椎不适，偶尔需要他人照顾和给予经
济支持。江海区礼乐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去年江门实施特困人员照料护理
工作实施办法后，礼乐街道结合公益创
投项目，引导江海乐翔社会工作社与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签订照料护理协议，由
社工上门照料护理区伯。

今年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以来，高新区（江海区）各级民
政干部加大对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
困难群众的走访力度。在走访中，他
们发现区伯住在一间 20平方米的套
房里，只有一卧室和一厨房，没有厕
所；厨房空无一物，除一水缸，无碗
碟、厨具，甚至无灶台。由于年代久
远，套房墙面污渍斑斑，门窗残破，阴
森潮湿；而室外路面破损，凹凸不平，
容易把人绊倒；外面一条上房顶的楼
梯，年久失修，长满青苔，给上房顶晾
衣服的区伯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帮助区伯改善居住环境，江海
区民政局将区伯居所改造纳入了该
区“共建一个家”贫困家庭旧房改造
第三期项目，并筹集资金 3.5 万元资
金进行整修。平整室外地面、购置折
叠晾衣架、翻新上房顶楼梯、清理室
内杂物并粉刷墙面、窗户换上铝合金
窗、厨房砌出了灶台、洗手盆，增添了
饭桌、厨具和餐具；屋旁加建了厕所，
装上了坐便器、洗手盘、电热水器，设
施一应俱全。住进“新房”，区伯感
慨：“真是与时俱进，共奔小康啊。”

党史学习教育覆盖千家万户

碉楼下开设红色课堂讲党史

红色后人为莘莘学子树榜样

17年服务麻风病人无怨无悔

社工定期探访区伯

致力为困难群体“办实事”

特困人员老屋变“新房”

董 淑 猛
（左）徐 娜
夫 妇 为 病
人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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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市税务局在谢创故居开展
“碉楼下的党课”系列活动

碉楼下的课堂，周文雍、陈铁军的
悲壮故事感动了听众；学校里的课堂，
红色后人开讲党课，为学生“扣好人生
第一颗扣子”；优秀党员立足岗位守初
心，躬身力行担使命……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开平市坚持走深走实、出
新出彩，市领导以上率下，“七个一批”
活动推进落实，“碉楼下的课堂”等活
动深入基层，党史教育多种形式进校
园，不同年代的开平优秀党员成为学
习榜样……当地党史学习教育氛围浓
厚、特色鲜明、成效明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高新区（江海
区）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检验
学习教育成果和本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聚焦弱势群体，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江
海区委书记彭章瑞要求全区各部门、街
道要高质量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困难问
题。至6月下旬，该区共完成了 143项
“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完成率超七成。

江门
高新区
（江海区）

江门
新会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