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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何峰 通讯员 童肖雁

盼了多年，独居老人李友昌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他的老房子
要进行适老化改造了。

日前，施工人员来到镇海九
龙湖镇汶溪村民主方李自然村李
友昌的家。“为了减少施工对住
户生活造成的不便，之前我们做
了很细致的计划，经过前两天的
紧张施工，争取在今天完成项
目。”工程负责人詹文华对笔者
说。

李友昌的房子位于竹山脚
下，是两间面积 30 平方米左右
的平房。笔者在现场看到，因为
年久失修，老屋略显破败，屋内
的设施也极为简陋，加之采光不
好，从门外看进去黑乎乎一片。

李友昌听力不好，他选了一
个阴凉处坐在板凳上，看着施工
人员在忙碌，眼神中充满期待。

“居家适老化改造聚焦老年人安
全、健康等功能性需求，选择适
配性产品，主要对地面、墙体、
居室、厨房间、卫生间等进行改
造。”詹文华介绍，“今天的工
程，主要对如厕洗澡安全、室内
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
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等方面
进行提升，提高老年人的居家生

活品质。”
当天傍晚，李友昌的老屋实现

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走进改造
后的老人家中，随处可见贴心温暖
的改造细节：从地面到墙面粉刷一
新，屋子顿时亮堂了许多；从门口
到卧室的墙上，安装了扶手，保障
了行走的安全性；卫生间内有了定
制的立柱台盆，地面铺上了防滑
垫；凌乱线路已被整理好，床也换
成全新的了⋯⋯

“太好了，他做梦都没想过能
住这么好的房子。”李友昌老人的
亲戚鲍阿姨惊喜地说。笔者看到，
改造后最大的变化是屋内增加了
卫生间，加装了洗手台、抽水马
桶和电热水器。“特别安装了坐式
洗澡架，老人坐在上面就能洗澡，
兼顾了安全性和舒适性。”詹文华
说。

“改得真贴心。你看，这里还
能洗热水澡，上厕所起身有扶手，
方便又安全。”鲍阿姨带着李友昌
老人参观他的“新家”。詹文华则
细致地讲解新增设备的功能。“这
个是一键呼叫装置，如果遇到紧急
情况，你只要摁一下这里，装在你
兄弟家的报警装置就会响起来。”
鲍阿姨家就在李友昌老人房子的前
面，她说，“这个装置太好了，他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就能第一时间

呼叫我们。这样，我们也放心了不
少。”李友昌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新
家，抚摸每一个设备，脸上露出幸
福的笑容。

据了解，镇海是我市老龄化程
度较高的地区。截至去年年底，镇
海区 60 周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
为 62201 人 ， 占 户 籍 总 人 口 的
24.01％。为解决老年人常遇到的
居家养老“痛点”，镇海区以九龙
湖镇为试点推进适老化改造项目，
并列入 2020 年区养老服务重点工
作。

“这是今年我市首个居家适老
化改造项目。适老化改造既能改善
老年人的居住条件，又能降低老人
在家发生意外的风险，是推进老
年人家庭宜居环境建设、提升老
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镇海
区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负责
人说。“地面太滑容易跌倒、如厕
后起身困难、站立洗澡时间过长
易 累 、 记 忆 力 衰 退 忘 记 关 火 ”
等，使得老年人在居家过程中存
在较多安全隐患。而居家适老化
改造，是减少隐患、提升老年群
体 生 活 品 质 的 必 要 保 障 。 她 说 ，

“镇海今年计划实施困难老年人适
老化改造 41 户，其中困难老年人
家庭 38 户，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
老年低保优抚对象 3 户，并将每

户 的 改 造 资 金 标 准 提 高 到 1.2 万
元。”

目前，镇海区已制订 《困难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实施
方案》，各镇 （街道） 正在梳理明
确改造对象。其中，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中享受定期抚恤补助优抚
的老年人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中失能老年人家庭这两类群体
优先改造，确保全覆盖，同时适
当考虑部分失能的老年人和 80 周
岁以上的自理老年人。

“ 经 第 三 方 评 估 公 司 评 估
后，主要针对低保失能老
人家庭进行改造，现在
前 期 排 摸 工 作 已 结
束 ， 接 下 来 ， 在 对
象 排 摸 的 基 础 上 ，
施工单位会对每户
家 庭 进 行 一 户 一
策 的 方 案 评 估 ，
根据老年人的家
庭情况需求和身
体 情 况 进 行 改
造，以此来改善老
年人的居住条件 ，
提高生活质量。”镇
海区民政局养老服务
指 导 中 心 负 责 人 说 ，
预 计 今 年 的 41 户 改 造 任
务会在 10 月底前完成。

改善困难老年人家庭居住条件

镇海启动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

日 前 ， 笔 者 走 进 岭 口 村 村 务
厅，整洁的大厅内各类标识醒目，
办 理 区 、 等 候 区 、 填 表 区 区 块 分
明，常用便民服务事项清单一应俱
全。岭口村村务厅负责人胡浓娣告
诉笔者，“村务厅”“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除了有专职的工作人员，
村里还结合党员联户活动提供党员
代跑、帮跑服务。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
层 延 伸 ， 这 是 西 店 镇 打 造 “ 村 务
厅”的初衷。随着“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深入，企业与群众虽然不用
跑多个部门科室，但还是要跑镇便
民服务中心，尤其是涉及民生的事
项，量多面广，而服务中心辐射面
有限，对于一些居住在偏远村庄尤
其是年老体弱的村民来说，办事还
是很不方便。

西店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向
村级延伸市县级试点单位。去年，
该镇以镇便民服务中心为依托，选

择离镇域最远的岭口、凫溪、洪家
3 个 村 ， 启 动 “ 村 务 厅 ” 建 设 试
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办好
各项“小事”，实现便民服务城乡全
覆盖。

“村务厅”运行背后是审批权限
的下放。西店镇结合实际，梳理所
有涉及群众办事的业务事项，集中
筛选出能够下放到村级办理的事项,
并对下放事项进行认定。根据筛选
出的可以向村级延伸的事项，编制
政务服务目录清单，明确哪些事项
由 村 级 办 结 ， 哪 些 事 项 由 村 级 代
办 ， 并 根 据 机 构 职 能 变 化 适 时 调
整，及时公布。目前，该镇已梳理
出第一批下放事项 61 项，涉及民
政 、 人 社 、 卫 健 、 公 安 、 市 场 监
管、财税、综治、武装、城建、不
动产登记和住建等 11 个部门，其中
直接可办结的有 20 项，真正实现村
级审批事项、管理事项、便民服务
事项“一厅通办”。

整合资源，下放审批事项

“以前要跑到5公里外的镇上才能把事情办好，现在不用出
村，5分钟就能搞定。”6月17日，宁海县西店镇岭口村村民林双
囡在岭口村村务厅办事窗口办好父亲的高龄补贴后，连说“蛮
好，蛮好”。

“过去村民办事都要往镇里跑，现在有了‘村务厅’，不出村
就能办好事。”西店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王颖燕说，社保参保登
记、兵役登记、各类证明开具等能一次性办结的，现场当面办理
完毕。而像康复服务申请、慈善救助、独生子女证申领等需要相
关部门核实或批准的，由“村务厅”帮跑或领办。

为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农村延伸。去年以来，西
店镇探索建立村级联络站，全面承接镇级下放的便民服务职能，
通过服务窗口前移，推动“最多跑一次”向“最近跑一次”转
变，实现村民办事只进一个门、只找一个人、就近最多只跑一次
腿。

“我们在全镇22个村都设立了‘村务厅’，畅通‘分级受理、
全程代理、按时办结、优质服务’的便民通道，破解村民有事不
会办、办不了来回跑的难题。”宁海县委常委、西店镇党委书记
张伟标如是说。

“这里不仅能办社保，丢失的
户口本也能补办，而且工作人员
主动上门办理，太方便了。”吴山
村村民李成富握着吴山村“村务
厅”工作人员刘艋鏐的手，连连
道谢。

李成富年过九旬，腿脚不便。
“以前办事坐公交车，没个半天回
不来。有时候事情办得晚了，赶不
上公交车回家，中饭就只能在外头
应付了。”李成富说。现在，工作人员
主动上门帮他收集相关资料，代办
业务，他不用出门了。

“干部跑，网络跑”代替“群
众 跑 ”， 西 店 镇 按 照 “ 网 格 + 窗
口”服务模式，打造 10 分钟政务
服务圈，真正实现“家门办理、全
镇通办”。 同 时 ， 推 广 “ 在 线 咨
询，网上申请，快递送达”办理
模式，在村级配备自助机、一体
机 等 ， 打 造 “24 小 时 不 打 烊 ”
政务窗口。他们还以群众办事需
求为切入点，每个村根据当地办
事情况，梳理出一批高频办事事
项，成熟一项推出一项，逐步推
进事项进驻村便民服务中心。目

前，已梳理出一批“一证通办”或
“简易办事”事项，实现了网上自助
办理。

“远在西店以外的群众，通过手
机也能轻松办理业务。”王颖燕告诉
笔者，村民可通过“政务钉钉”的

“宁海村民 e 点通”平台，将所要办
件的需求在“民情反馈”模块中在线
提交，网格员收到办件需求后，可通
过上门或电话、视频通话等方式与群
众做好需求对接工作，将资料收齐后
提供代办服务，实现群众“足不出
户”办审批。

打造10分钟服务圈

记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通讯员 葛雪峰 文/摄

农 村 的 事 说 大 不 大 、 说 小 不
小，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村民
的信任度，甚至还可能引起争议。
在最近召开的“最多跑一次”业务
培训会上，西店各个建制村“村务
厅”工作人员抓紧时间学习最新的
政策和办事流程。王颖燕告诉笔
者，村民办事常常会询问办事的流
程和所需要携带的资料等，工作人
员懂政策、懂技术，才能更好地为
民解忧。

西 店 镇 强 化 对 村 级 事 务 的 指
导，建立健全村级便民服务队伍，

疏通“最多跑一次”向村级延伸的
毛细血管，全面提升村级服务站点
的“软件”职能。

该镇培养一批“最多跑一次”
的“村级全科医生”，实现镇村便
民服务有效联动。每个村配备 1 名
以上办事人员，主要由村务工作者
和 村 文 书 担 任 相 应 职 责 。 同 时 ，
便民服务网格员实行走访式排查
办公，而联村干部则做好政策衔
接、任务沟通、落实工作，两者
对困难群众实现上门或走访代办
服务。该镇每月定期召开业务培

训会，强化便民服务队伍业务能
力，把服务团队打造成一支业务
精 良 、 服 务 高 效 的 全 科 办 理 队
伍，并实行弹性坐班制，以群众
的办事时间作为工作时间，及时
对村民反映的事项进行梳理，并
提供引导、代办及送达服务。此
外，通过“政务钉钉”平台，配
以电视机、电脑、摄像头等硬件，
落实专职工作人员，建立县级部
门、镇以及村工作人员内部沟通平
台，打造“县乡村三级联动视频工
作站”模式。

打造便民服务“全科医生”

图为改造后的卫生间。
（何峰 摄）

图为改造后的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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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上门为高龄老人送补贴。

村务厅办事窗口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