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居民的事放心上

李 萍

回想三年多来担任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枫津社区党委书记的工作历程，里面有委屈、有喜悦，还有满

满的充实感和成就感。

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如往常一样送完孩子上学后到岗，正在吃早饭。

老张一来就差点把我镇住了，骂骂咧咧地说道：“你们还是党的干部吗？上班时间吃东西……”天地

良心，送小朋友上学的家长都知道，小朋友7点半要到学校的，社区8点半才正式上班。老张进门的时候，

根本没到上班时间。那是我和老张的第一次见面。

我赶忙把手上的蛋饼放下，并没有和老张正面“杠”起来，而是如往常处理居民纠纷一样，耐心地询

问他的需求。但当时的老张好像正在气头上，沟通不是很顺畅，只知道他要办伤残军人补助。

老张走后，我咨询了社区了解情况的同事，终于知道，在之前也有同事帮忙跑了好多次他的伤残军人

办理手续，街道领导、区里领导、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都出面协调过。但是，规矩就是规矩，没有材料确

实没法解决老张的伤残军人补助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老张每次天气不好、胳膊不舒服时候的郁闷就

别提了。将心比心，确实挺闹心的。这也是他时不时来社区“发泄发泄”的原因，这次刚好被我碰上了。



感同身受的同时，我总觉得有办法解决老张的困境。先跟他交交心，了解他真正的需求。我把老张家

纳入了过年过节时的困难走访慰问对象名单，平时有时间要去他家附近，也会自己拎点东西去看看，去摸

摸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老张跟我推心置腹聊了起来。

据老张介绍，他是一名复员军人，当时因为负伤辗转多家地方医院治疗，在部队负伤的文字材料已经

不可查询，因为国家困难，也没想过要找部队负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最近几年生活实在是太难了，儿

子吃官司、爱人患癌症，七十多岁的老张也没法工作。实在没法子了，才想起来看看能不能申请伤残军人

补助，好歹贴补贴补生活。但没想到的是，跑了社区、街道“无数次”，还是没能办下来，原因就卡在了

证明材料上。没有文字材料，老张一度还发动战友，找到很多人证。“能找到这些人证都很难了，很多战

友已经走了。”他很感慨。

摸清了老张想补贴生活的实际想法后，我也第一次有了信心。老张还是那个老张，国家困难时没有想

过要补助，家庭顺遂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哪怕半个世纪里每次阴雨天胳膊疼的时候还是没想过。但是，

现在他是真的碰到难关了，能真的不管他吗！回到社区后，我仔细研究了各种针对困难对象的帮扶政策办

法，终于找到一条困难对象养老护理补贴政策，符合老张的情况。在跟他沟通过后，顺利地帮他办了下来。

后来，老张在大热天送来两碗绿豆汤，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看到绿豆汤的瞬间，我的泪水就开始在眼

眶中打转。我不怕居民闹，只是怕他们不理解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努力和付出。我想，只要我们为居民服务

的初心不变，再冷的冰，也能被我们捂化。

三年多来，我们枫津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居民们，还共同见证了社区的三大变化：社区办公地和活动场

所从原来的“老破小”搬到现在的“新赞大”；原来要去别的社区“蹭”社区医疗，现在新的社区医疗服

务中心即将开门；2018年群租整治，2019年拆违、车库住人整治、小区环境整治，令社区的整体居住环境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三个变化带给居民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2016年5月底，我刚来枫津社区的时候，社区办公地是一个仅有400平米的老楼，居民活动、会议都要

各种腾挪。还有一个特别情况。我们枫津社区面积虽小，但居民中光退休后关系落到社区的党员就有近400

人、分属8个党支部。因此，每次党员学习或者网格员全员会议的时候，我们就“抓瞎”了，到处借地方。

现在，新建的枫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在老办公地点边上，一共四层楼，每层都有700平方米，功能齐

全。其中，一层是宣传阵地、党员活动室等；二层是多功能活动空间，有会议室、舞蹈室、小朋友书吧、

志愿者服务站等；三层是家风家训展示馆、多功能活动用房；四层则是办公室。随着党群服务中心的投入

使用，老办公地点空了出来。

社区医疗是大家的热议点，以前我们居民要与东浜社区居民一起去“蹭”马浜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服

务。现在，随着老办公地点的腾出，那里就成了最适合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落户的地方。在经过6个月的共同

努力之后，枫津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即将开门服务。

群租房、拆违、小区环境整治等治理工作，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利益。



有个水果摊老板长期违章搭建大棚销售水果，我们多次沟通没有效果。在工作队拆除过程中，老板给

工人师傅送上了水果。看来，前期的工作让他有了转变。有的居民在一旁叫好，说“你们早该强硬一点了”。

在面对多次劝说未果的情况之下，面对仍然罔顾其他居民权益的群租房东、违建者们，我们工作队在推进

整治过程中，从未动摇，因为我们坚守的是最广大居民的共同利益。

当然，这其中也不是没有特殊情况，需要实事求是处理问题。比如，拆迁户中，有很多老人就选择了

住在车库里，他们这样做很直接也很现实。当年拆迁的时候，他们很配合政府，没有多说什么就离开故居。

现在年纪大了，当年分配的房子在5层、6层，确实爬不上去，老年人又喜欢“接地气、闲聊天”，住车库

是真的方便。而且，这些老人的子女基本都住楼上，烧饭后，会给他们端下来。面对车库只是居住的情况，

我们工作中没有选择强行劝离，而是劝诫他们不要做一些不安全的事情，比如在车库里使用燃气做饭等有

可能引发火灾的行为。

社区工作繁杂，社区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是常态。从我担任社区负责人开始，孩子就没管过。但舍小家，

为的是社区的“大家”，我们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