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贾丽娜
近日，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街道化

隆路社区聚焦平安区方兴楼小区主管
道漏水难题，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多方
合力，将居民“用水难”的“问题清单”
转化为“幸福账单”，书写基层治理暖
心答卷，成为社区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生动范例。

“我们在4月初开展食品安全督查
时发现方兴楼 5单元西面、6单元东面
主管道有漏水的情况，导致小区内供
水断断续续，甚至一段时间内出现了
无水可用的情况。”化隆路社区党总支
部书记张友珍介绍，当社区了解到相
关情况后，迅速组织调解小组，多次深
入该小区涉事住户、商户家中，“当时
想着尽快协调解决，让居民恢复正常

用水，可费用分摊、施工责任这些细节
没捋顺，导致改造工程一直止步不
前。”居民们的焦虑情绪与日俱增，让
用水难题成了亟待攻克的“顽疾”。

6 月初，化隆路社区主动“破局”，
联合海东市平安区公安局平安派出
所、平安区司法所、河湟律师事务所、
祥胜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召开方兴
楼小区上下水管道改造居民议事会。

会上，化隆路社区工作人员摊开漏
水现状图，详细说明影响；平安派出所
与司法所人员从法律、安全角度剖析隐
患；律师事务所人员厘清改造法律责任
边界；物业和业委会代表也纷纷建言。

经过数小时协商，最终决定由方
兴楼小区 10户居民共承担 4000元、两
家商户共承担 3500 元，合计承担施工

材料费 7500 元；祥胜红色物业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协调人工、叉车等施工资
源，全额承担此次维修上下水管道的
人工费用，并全程对工程质量进行严
格监督，确保修缮工作安全、高效推
进。该方案一经公布，便得到在场居
民、商户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当天现场
即顺利收取 4000 元费用，剩余款项将
由物业公司持续跟进收缴，为后续施
工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施工期间，化隆路社区党员干部主
动下沉一线，化身“施工助手”，在修缮
现场帮忙整理物料、搬运砖块，同时在
现场一边记录居民需求，一边向大家介
绍工程进度，围观居民纷纷鼓掌叫好。

改造工程完工后，居民李阿姨满脸
笑容地说道：“以前管道经常出问题，家

里停水不说，还有污水外溢的情况，别
提多闹心了。现在好了，社区彻底帮我
们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们的居住环境
干净又舒心，再也不用担心停水了。”

“此次方兴楼小区上下水管道的
改造，是化隆路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的生动实践。从发现问题到推动解
决，社区始终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

‘急难愁盼’变成‘暖心实事’。”张友珍
表示，化隆路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
领，聚焦民生关切，用心办好每件事，
以实际行动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管道漏水存隐患 居民议事会来解决

□本报记者 贾丽娜
“多亏了社区和物业的帮忙，不然我

这把年纪只能在门外干等，真不知道该
咋办！”近日，海东市平安区欣宝花园小区
居民王奶奶握着平安区平安街道乐都路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张珍的手连连道谢。

原来，事发当天，王奶奶因着急出门
买菜，等回到家门口后才发现自己因疏
忽忘拿了钥匙。“当时一下子就慌了，孩
子们都在外地上班，平常就我一个人在
家，这该如何是好。”情急之下的王奶奶
想到了前往乐都路社区，向社区工作人
员求助。

张珍了解到老人的情况后，立即联
动小区物业与社区家政志愿者服务团队
赶赴现场。志愿者刘师傅携带专业工具
仔细勘察锁具情况，一边安抚老人情绪，
一边熟练开展开锁作业。“这种老式门锁
得慢慢来，不能急着硬撬。”刘师傅一边
操作一边向围观居民解释。10 分钟后

房门顺利打开，物业工作人员还主动帮
老人检查了门窗锁具，发现锁芯老化后
当场更换了新零件。

“我们社区建立了‘15 分钟应急服
务圈’，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提供开锁、维修等便民服务。”张珍介
绍，此次行动是社区“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缩影。

今年以来，乐都路社区通过整合物
业、志愿者团队等多方资源，已累计为居
民解决水电维修、紧急送医等应急难题
61件。下一步，乐都路社区将持续扩大
服务覆盖范围，让居民遇到突发情况时

“有人找、有人帮”，并通过“线上网格
群+线下服务点”双线联动模式，织密社
区应急保障网络。

独居老人忘带钥匙
社区志愿者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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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雨
地面卫生干净整洁，车辆停放

秩序井然，楼道墙面焕然一新……
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建成于
2013 年的森鑫小区一期，在经历了
一系列“小而美”的民生改造后，困
扰居民多年的电动车进电梯的安全
隐患被“叫停”，昏暗的夜间环境被
光明“重启”。这场看得见的改造，
让老社区绽放出幸福的新模样。

走进森鑫小区一期，10栋多层与
10栋高层整齐排列。作为安置户与
公租房混合的小区，森鑫小区一期居
住人员比一般小区更多，电动自行车
便成为小区居民首选的主要交通工
具，有不少居民选择将电动车推上楼
进行充电，不仅影响其他业主出行，
也带来很大安全隐患，尽管物业多次
劝阻，仍有不少业主无视安全风险。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2025年1
月，物业公司投入 2万多元，在小区
18部电梯内全部安装了电动车阻尼
器。如今，只要电动车进入电梯，系
统便会立即发出提示，有效阻止了
电动车上楼现象。“以前经常看到有
人推着电动车进电梯，心里总担心
会出事，现在有了这个装置，大家住
得更安心了。”居民张女士感慨道。

除了电动车安全隐患，小区照
明问题也曾让居民们头疼不已。自
2023年起，小区路灯频繁损坏，且因
年久失修难以修复。漆黑的夜晚，
不仅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更埋下
安全隐患。2024年8月，物业公司决
定自掏腰包对小区照明系统进行改

造。“我们当时投入8000元更换了10
盏太阳能路灯，今年计划在 8月前，
再更换安装10盏太阳能路灯。”互助
县盛粟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经理郭守玉说道。

新路灯安装后，明亮的灯光照
着小区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居
民的心。在小区的花园里，86 岁的
包树生大爷正悠闲地散步，“我们小
区的老人现在都会在晚上出来遛
弯，以前晚上不敢走太远，怕摔着，
现在路灯这么亮堂，我们每天都能
多走几圈，锻炼锻炼身体。”包树生
笑着感慨道。郭守玉告诉记者，看
到居民们满意，物业公司的努力就
没白费。这些改造工程虽然花费不
小，但只要能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保障大家的安全，一切都值得。

据了解，盛粟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在 2017 年 11 月接手森鑫小
区一期物业工作，7 年来，物业服务
人员将居民需求放在首位，从电动
车阻尼器的安装到太阳能路灯的更
换，每一项工程都凝聚着物业工作
人员的心血与汗水。这一系列民生
工程的实施，不仅是老旧小区改造
的成功范例，更彰显了物业公司心
系居民、服务居民的责任与担当。
如今的森鑫小区一期，夜晚灯光明
亮，安全隐患消除，居民们在安心祥
和的环境中享受着惬意的生活。

老旧小区改造换新颜

□本报记者 吴雨
“每天傍晚推着孙子在楼下遛

弯，遗憾的是小区里没有个能疏松
筋骨的地方。”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威远镇明珠社区翡翠城小区居民
李大爷望着空荡荡的小区广场直叹
气。和他一样犯愁的，还有隔壁东
润国际名苑小区的居民们，在这两
个新小区里，“健身器材缺位”成了
居民心头的“小疙瘩”。

记者走访发现，作为2023年陆续
交房的新小区，这里住着不少“银发陪
读团”。其中，翡翠城小区390户常住
家庭里，老人带娃的组合占了四五成；
而临近树人高级中学高中部、互助县
第二中学、彩虹学校分校及一所在建
幼儿园等校区的东润国际名苑小区，
887户实际住户中，超六成是为了孩
子上学从村里搬迁至此的家庭。

在东润国际名苑小区的一处广
场上，老人佝偻着背领着孩子席地而
坐。这片本该热闹的公共空间，因缺
少健身器材，而成为居民眼中的“空
白地带”。“小区现在换了物业公司，
小区服务和环境都在变好，但就是缺
少个健身器材，我们老人想活动一
下，也没办法实现。”东润国际小区业
主张阿姨的话，戳中了许多人的心。

居民的烦恼很快传到了明珠社
区党支部书记王统珍的耳朵里。今
年5月中旬，她揣着居民手写的需求
清单，分别找到两个小区的物业公
司负责人问询情况，得到的是“不知
道能申请健身器材”的答复。

随后，她回到社区办公室里，对着
通讯录挨个打电话。“这事不能等，两
个新小区入住率高，健身器材的需求
刻不容缓。”王统珍通过互助县文化馆
得知，小区健身器材需要向互助县群
体指导服务中心申请。辗转多次，王
统珍终于联系到该中心相关负责人。

“可以通过物业公司或社区名
义申请，作为社区，我们更清楚两个
不同小区的居民需求，那就由我们
牵头。”王统珍了解了具体申请流程
后，决定立刻行动。

王统珍写好申请书，并在草稿
纸上画满了两个小区的空地示意
图，甚至标注了“建议预留儿童活动
区”的小字。

申请提交后，是漫长的等待期。
互助县群体指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
示，对全县各社区和各小区的健身器材
需求要统筹统计，统一采购分发。针对
新小区的器材需求，他们会优先考量老
人儿童占比等居民结构、场地条件各方
面因素，科学配置器材类型。对新小区
入住初期，基础设施配套往往需要“查
漏补缺”，既要保证流程规范，也要尽量
缩短居民的等待时间。

怕居民着急，王统珍在小区公告
栏贴了张“进度条”。王统珍表示，6
月10日，得到互助县群体指导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反馈，两个小区的器材清
单已结合社区提报的“个性化需求”
完成细化，采购将聚焦安全性和实用
性，预计8月前可完成配送并安装，让
居民下楼就能找到锻炼的地方。

社区牵头
为小区填补“健身器材空白”

□本报记者 吴雨
“小代，滚筒刷蘸漆别太满，墙角

旮旯仔细点刷。”6月 9日，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威远镇鼓楼花园小区公租
房 4单元 1楼 1号房窗前，52岁的曹成
香踮起脚跟，隔着纱窗叮嘱正在帮忙
粉刷墙面的亲戚。轮椅上的儿子仰头
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嘴角轻轻扯出一
丝笑意——这是母子俩这辈子第一次
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家”。

回溯到三个月前，曹成香和儿子
还住在威远镇西上街村一栋三层简易
房的 2 楼上。不足 30 平方米的单间
里，一张小木板床和沙发挤在墙边，仅
有一扇小窗透进几缕光，窗台上堆着
几盒泛黄的药盒和洗漱用品。

“那个小房子狭窄得很，冬天冷，
夏天热。儿子睡床，我打地铺，睡地铺
比睡沙发舒服些。”曹成香说，最令她
揪心的是儿子出门难，医生叮嘱她，要
经常给儿子晒太阳，可是楼梯窄得转
不了轮椅，儿子大了，她也抱不动，没

办法上下楼。
曹成香的儿子已经 30 岁了，因幼

年黄疸引发脑积水，一级肢体残疾使
其至今无法站立，需长期服药。

离异后的20年间，曹成香一直独自
抚养儿子，曾在姐姐家借住，后来四处租
住。“租住这里已经3年了，每月租金300
元，我和儿子两个人的低保金是 1204
元。”曹成香指着手机里的照片，镜头里
的房间光线昏暗，只有一张小木床、一个
旧衣柜、一个沙发和一个老式煤炉算是
大件。“有时候半夜听儿子偷偷叹气，我
躲在被子里哭，觉得对不起孩子。”

改变始于今年 3月 8日，威远镇北
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郭迎春带着慰问品
推开出租屋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她
红了眼眶。曹成香使出全身力气把儿
子从轮椅挪到床上，然后半跪下来给
儿子调整枕头的高度，床沿边散落着
刚换下来的床单，她鬓角的白发沾着
细汗。“当时就觉得，必须赶紧帮他们
解决住房问题。”当天下午，社区台账

上多了一行加急标注的记录：“曹成香
家庭住房保障优先级Ⅰ级”。

3月10日，社区工作人员协助互助
县住房保障中心再次进行入户调查，量
面积、查户籍、核材料，当看到曹成香儿
子床头贴满的康复训练计划表时，工作
人员悄悄把“肢体残疾一级”的备注栏
画了重点：“这种情况必须走绿色通道，
住房优先选低层，门口不能有台阶。”

从收集材料到系统录入，从联审
联批到公示公告，原本需要1年时间排
期等待的流程压缩至 43天。终于在 5
月 21日，曹成香在公示名单上看到了
自己名字。那一刻，她蹲在社区服务
中心的走廊里哭出了声。

6月 5日，曹成香满怀期待来到新
居。“您看，这是一室一厅，厨房和卫生
间都装了扶手。”住房保障中心工作人
员将钥匙递给曹成香，“房子租金每月
100元，有任何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这是曹成香第一次推着儿子进新
居，轮椅碾过平整的路面几乎没有颠

簸。比起曾经狭窄的旧房，新房一室
一厅，有单独卫生间和厨房，随时可以
推儿子出门在小区院子里晒太阳……

这两天，曹成香正在二手市场上
采购，“我买不起新的，准备在二手市
场给儿子和我各买一张床，还有燃气
灶、壁挂锅炉……”曹成香规划着点点
滴滴，“以前租房时总觉得自己像个过
客，现在不一样了，这扇门一关，就是
我和儿子的‘避风港’。”她望着墙上未
干的乳胶漆，突然想起粉刷时亲戚说
过的话：“成香姐，以后过年咱们可以
在这儿给孩子包饺子了，这里宽敞，轮
椅也转得开。”

这个曾经在狭窄出租屋里困守多
年的家庭，终于在这个夏天，迎来了属
于自己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家”。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50 平方
米的公租房里，装着的不仅是两张床、
一个灶台，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承
诺，一群基层工作者对民生的回应，以
及一座城市对困难群体的温柔托举。

公租房里的民生温度

□本报记者 贾丽娜
“我是5月初提交退税申请的，但

是现在都 6 月了，个人所得税 App 上
依旧显示未通过审核。”近日，海东
市平安区市民石女士向记者道出了自
己在提交年度个人所得税退税申报时
的困扰。

石女士回忆说，当时她满怀期待
地按照流程在个人所得税App上完成
了退税申报，本以为很快就能收到退
税款项，解决自己的一些资金需求，可
如今一个月过去了，审核状态却毫无
变化，这让她十分焦急 ，其间多次尝
试刷新软件，咨询身边有过退税经验
的朋友，却始终得不到确切的答案。

带着石女士的疑问，记者走访了
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平安区税务局，

税务人员就此问题作出了详细解答。
平安区税务局税务人员介绍，根

据相关规定“对符合汇算清缴退税条
件且生活负担较重的纳税人，税务机
关提供优先退税服务”。“该目标人群
主要是指，对‘上有老下有小’、看
病负担较重、收入降幅较大以及适用
简易申报退税的群体，税务部门将延
续执行优先退税制度，为纳税人提供
更便捷的退税服务。”税务人员表
示，退税期间，市民可通过个人所得
税 App 中的申报记录查看审核结果，
如审核完成、最终提示状态为“*年*
月*日国库处理完成，请关注退税到
账情况”，该状态说明国库已经处理
完成，但具体到账情况应以银行实际
收到情况为准。

“市民的退税申请，税务机关审
核通过后会将退税资料发送至人民银
行 （国库），由其退还至指定的本人
在中国境内开设的符合条件的银行账
户中 （在个人所得税App中点击‘我
的—银行卡’界面查看您所绑定的银
行卡）。市民可登录个人所得税App并
在申报记录中查看本人的退税申请是
否审核完成。”税务人员解释，如果
纳税人申报数据填写准确、银行账户
真实有效，且退税申请处于业务办理
低谷期，没有大量申请需要处理，税
务审核和国库审核都比较顺利，退税
时间也会大量缩短；但若遇到退税申
请高峰期，如每年 3 月至 6 月，个人
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申请人数众多，
或者税务机关需要对申报内容进行详

细核实，如纳税人填报的收入、扣除
项目等存在疑点需要进一步调查，又
或者银行账户存在问题等，退税时间
可能会延长。

在此，税务人员提醒，市民绑定的
银行卡需符合以下条件：银行卡需为
纳税人本人在中国境内的银行开户；
为了避免退税不成功，建议填报 I类账
户，具体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或直接向
开户银行查询或咨询；收到退税前，保
持银行卡状态正常。若银行卡账户处
于注销、挂失、未激活、收支有限额、冻
结等状态，均可能影响收到退税。

市民退税遇难题 税务人员巧解答

近日，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南街
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活
动。图为在灭火器实操
演练场景下，社区、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及居民参
与者学习使用灭火器灭
火。

本报记者 吴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