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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年这五年
我要我要点点赞赞宁波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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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徽闪闪这五年

●人物名片

姓名：陈赛花
党龄：12年
就职：海曙区白云街道安丰社

区党委书记
初心感悟：多倾听居民的声音，

把社区建设好，不断满足大家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

2018 年 1月——安丰社区玫
瑰苑小区36弄15号前的铭牌记录
着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的竣工日
期。4年过去了，陈赛花仍清晰地
记得电梯正式投用时的那份惊喜，
围观的邻居挤满了楼道，每个人的
眼睛都写满了期盼。

日前，记者走进玫瑰苑，感受了
新时代老旧小区居民的幸福。“建廊
桥”加装的电梯，给每层楼留足了采
光空间，更奇妙的是，廊桥新修的通
道使得电梯口与每户居民家门口直
接相通，算下来每层居民新增了
12.8平方米的“共享空间”。

从2014年到安丰社区工作，陈
赛花在这里工作已8年。刚来的前
半年，她走遍了当时1618户居民的
家门，手头的本子记了一本又一
本。“居民的需求，就是我们要去努
力的方向。”针对大家聚焦的停车
难、环境脏乱差、缺少居家养老食堂
和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等热点问题，
陈赛花立下了行动计划，当成民生
实事一件一件去攻关。

安丰社区下辖玫瑰苑、三鼎坊、
丰馨苑 3 个小区，75 幢住宅，约
3400户家庭，近1万名居民。在陈
赛花的带领下，社区这几年出现了
不少新气象。

2016年3月，陈赛花带领社区
党委听取专家和居民意见，科学规
划玫瑰苑小区通道，“螺蛳壳里做道
场”，不仅新增537个车位，更让该
小区成为全市首个每个楼道都留出
生命通道的老小区。如今，小区里
停车位配比达到1:1.3，比一些新建
小区还要“豪横”。

2018年，安丰社区成为宁波首
批启动加装电梯的老旧小区。如
今，安丰社区已有8部电梯在运营
中，还有13个楼幢在申请程序中。
陈赛花还记得，社区组织的“开放空
间”议事会上，37张A4纸密密麻麻
记满了居民的意见建议。那些难题
被分门别类一一拆解，物业、社区、
业委会各自认领破题，最终促成老
旧小区的居民上下楼也能乘坐电梯
的美事。

2018年，3000平方米的社创
空间开门营业。健身房、乒乓室、国
学堂、棋牌室、舞蹈房、图书馆、4点
钟学校、微就业公益基地、婚姻家庭
工作坊……老人、青年、孩子，住在
安丰社区的居民都能在这里找到自
己的快乐。

这两年，安丰社区的居民发现，
自己仿佛乘上了幸福生活的“快
车”。玫瑰苑沿河2公里的游步道
建起来了，10个建在小区公园里的

“邻里客厅”崭新开放，儿童游乐园
也热热闹闹地搭起来了，家门口的

“共享花园”四季都鸟语花香……
“不单是我，这里还有200多名

党员志愿者和53个社会组织，是大
家共同在建设着这美好的社区。”陈
赛花说，她不断从身边老党员身上
汲取着力量，通过党建引领，有效打
破邻里隔阂，让邻里互助关爱的场
景成为社区四季常在的亮丽风景，
有力提升着居民的幸福感。

安丰社区只是宁波最近5年实
现旧貌换新颜的诸多老旧小区的缩
影，一大批老旧小区在改造中实现
了蝶变。 记者 滕华

[ 开栏语 ]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自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宁波综
合实力跃上更高台阶，各项改革创新持续推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走好群众路线，办好民生实事，老百姓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在这5年、60个月、1800多天中，各行各业的基层党员用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让宁波在实践中奋进，在奋进中发展，在发展
中蝶变。为迎接即将召开的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宁波晚报和甬上
新闻客户端推出“党徽闪闪这五年”专栏，让我们跟随这些基层党
员的脚步与目光，见证5年间宁波人和这座城市暖暖的幸福。

她带领居民
驶上幸福“快车道”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做好社会
的“兜底”工作，不让任何人与经济
社会的发展相脱节。未来5年，我
市将如何构建精准高效、兜底有力
的救助福利体系，确保在共同富裕
的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2021年 12月底，市民政部门
印发了《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助推共同富裕先行市建设行动方案
（2021—2025年）》。该《方案》将共

同富裕融入民政基本民生保障、基
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全职能，
力争到2025年，高水平建成精准保
障、幸福颐养、人人慈善、和谐自治、
暖心服务“五个标杆区”。

到2025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年标准提至14000元以上，集
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年标
准达32000元以上。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叶向阳 陈洁

兜牢兜住民生保障
宁波困难群众救助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得 了 肺 结 核 、肝 硬
化，需要长期治疗，经过
政府部门的各项救助后，
钱花得少了，全家有希望
了；因脑溢血导致肢体残

疾，生活无法自理，需要长期休养，救助服务联合体上门提供康
养服务……近 5 年来，宁波市民政部门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将
救助政策精准送到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手中，让更多因病、因残
陷入贫困的家庭重新“站起来”。

讲述 政府的帮助让我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我叫肖继海，今年54岁，是象
山县下沈村村民。

我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一对聪明可爱的双胞胎。但没想
到生活的苦难却悄悄降临。2018
年，我查出了囊肿性肺结核、乙肝
肝硬化，四处求医问药，一下花去
了全部十几万元积蓄。

为了治病，我们向亲戚朋友借
钱，欠了几十万元外债。后来，实
在借不到钱治病了，我的病情急剧
恶化。当时，我1.75米的个子，体
重却只有100斤出头，瘦得皮包骨

头，村民看到我的样子，都觉得我
快不行了。

2019年7月，象山县西周镇下
沈村网格员知道我家情况后，向民
政部门反映，当月就为我家申请代
办了急难型临时救助、最低生活保
障等救助。这笔钱续了我的命，也
让家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经过积极治疗，我的身体已经
好多了，体重恢复到170斤，很多
亲友觉得这简直是奇迹。但我知
道，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我早就
入土了。

数据 宁波困难群众救助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近5年来，我市民政部门以落

细落实托底线、救急难、保民生为责
任，不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
困供养标准、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
障标准等各项救助标准，切实保障
好全市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自2021年7月起，宁波最低生
活保障月标准全市统一，首次突破千
元大关，达1005元。当时，低保标准
在全省标准统一的地市中位居首位。

根据省大救助系统数据统计
显示，2021年我市在册困难群众
人均实际救助金约9784元，位居
全省第一。2021年，全市对城乡
困难群众实施临时救助31010人

次，支出救助资金6931.89万元，占
全省临时救助总金额的31.2%，临
时救助惠及困难群众人次和资金
发放总量均位居浙江省首位。

此外，宁波市民政部门不断创
新工作方法，强化数字赋能，全力推
进新时代大救助体系建设。实现

“一次申请、联合办理”，变“人找政
策”为“政策找人”；汇集各类救助帮
扶数据，自动生成救助结果“幸福清
单”，让困难群众感知政府温暖、社
会关爱；民政部门牵头，依托大救助
信息系统，整合政府、社会、市场各
方资源，打造“智慧救助联合体”，让

“物质 服务”救助常态化、长效化。

展望 建精准高效、兜底有力的救助福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