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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居民心中的大事 

叶凡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南街道 

“小姑娘，我老伴生病了，现在家里条件也不好，能不能申请低保啊？”一大早有位大爷在门口拦住我问道。“大爷，人

均家庭收入每个月低于 630 元，大病或重残都是可以申请的，还需要相关材料，我带您去民政窗口。”我和大爷解释道。像这

样的事每天都会碰到，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南街道办事处。 

2017 年，我离开“象牙塔”，成为了一名基层选调生。只身一人来到连云港，如今已三年有余。在街道领导和同事的关心

帮助下，我从职场小白到慢慢可以独当一面，从异乡客成为一名本地人，除了自身的成长，更多收获的是基层工作对我的打磨

和帮助居民解决困难后的那份朴素的感动。 

一个微信群 

记得 2017年 8月 4号下午，我们组织委员到海州区委组织部把我接回新南街道办事处，破旧的两层小楼和老旧的办公条件

让我心理有些落差，但我想这就是基层应该有的样子吧。当时交代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党员信息核查和系统录入，面对近 2000

份堆得像小山似的党员资料真不知该从何下手。于是，我认真查看各个社区递交的党员信息材料，核对身份证号码、身份信息

代码等，看得头晕眼花，终于用了大概 5天时间把所有的党员信息核查完毕。 

核查中我发现，社区党员大多退休、失业，年龄普遍较大，年轻党员少之又少。组织委员告诉我，这个问题在我们街道确

实存在：一方面，一般只有退休或失业人员的党员关系才会转到社区支部；另一方面，年轻党员平时工作忙，社区组织的党员

活动很难参与，而且社区党支部对于联系年轻党员也缺少办法。于是在和组织委员商量后，我将 40岁以下的年轻党员进一步挑

选出来，尽可能与他们取得联系，请他们加入所在社区党支部的微信群或关注所在社区的微信公众号，以便线上参与党员学习

和活动，时刻保持与社区党组织的联系。 

“谢谢你啊，以前一直想参加党员活动，可是平时上班又忙，一个微信群又让我们聚在了一起，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就是

强。”有不少党员这样说。 

一件烦心事 

我和一名同事负责小区 4个单元约 50户居民的走访工作，由于白天住户大多不在家，走访工作基本在晚上下班后进行。 

有多位居民反映楼顶防水不好，一到下雨天屋里就会渗水，让他们非常苦恼。随后，我便通过街道的物管部门和所在的小

区物业进行联系，将居民反映的问题告知他们，但是物业缺乏维修资金，难以出资对小区的防水进行处理。于是，一段时间我

辗转在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之间。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由业主集资，再由物业出资一部分，对楼顶的防

水进行处理。在后续的回访中，居民王大妈说：“一直闹心的事情终于解决了，真是太高兴了。” 

一个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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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街道承担了多个棚户区改造任务，我参与的是社区“养老一条街”的征收工作。在搬到征收一线指挥部的第二天，

金大娘便急匆匆地找到我们。“我的养老院不能拆啊，拆了让老人们去哪里啊，没有了收入让我怎么生活啊……”说着便抹起

了眼泪。 

“大娘您别着急，有什么问题您跟我们慢慢说。”我上前递了一张纸巾安慰她。金大娘缓了缓说：“养老院是当时我和老

伴一起建起来的，老伴走得早，多亏开了这家养老院我才有了生活的来源，它是我们毕生的心血。你们把养老院拆了，我和我

老伴一起的回忆没有了，我生活的依靠也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呀。” 

“大娘您放心，你担心的就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帮您妥善解决。”我和同事们安慰道。 

当天下午，我便和同事一起来到金大娘的养老院。门口树荫下，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有的在打牌，有的在长椅上闲聊，有

的拄着拐杖散步。老人们反映：他们在养老院很好，太贵的养老院住不起，这家养老院一个月才一千多块钱，环境条件也不错，

互相之间也都熟悉了，不想再换地方。 

看着爷爷奶奶们发愁的神情，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小叶来了呀，快进来。”正在忙碌的金大娘停住手里的事情把我

们请进屋。养老院不大，一共有三层，住着大约 20名老人。虽然房子老旧，但是窗明几净，可以看出金大娘和护工们很用心地

在打理着养老院。不过养老院墙体开裂老旧，随时都有危险，必须要征收。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显然养老院和老人们的去留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回到指挥部后，我们立即就养老院

问题向指挥部作了详细汇报。在与金大娘反复协商后，我们决定帮助金大娘找到适合再开养老院的地方，并联系民政、工商管

理部门为养老院修改地址。 

经过努力，终于 5 天后在近郊找到一处面积、环境都合适的房子，金大娘在看房后也非常满意。然而，如何转移老人又成

了眼前的大难题。他们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则是儿女长期在外地。我和同事们挨个联系老人们的子女和亲属，协商将老人接

回居住，同时帮助联系其他附近养老院进行分流。 

“养老一条街”上像这样的养老院有四五家，我们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进行了安置和补偿，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部

征收完毕。养老院搬家那天，我和同事们都来为金大娘帮忙搬东西。金大娘握着我的手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些天你们

辛苦了。”虽然正值盛夏时节，来回搬东西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但金大娘的一句话，让我那段时间的所有疲累都一扫而光。 

一通长电话 

2020 年年初，新冠病毒肆虐，我和同事们大年初一在接到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后立即回到了岗位上，牢牢守住社区卡口第一

道防线。2 月 18日，当时正是疫情防控工作最紧张的时间，那天凌晨 1 点我接到了区 12345平台转接的电话，一名前往武汉送

防疫物资的司机因无处安置现在情绪激动。 

当天气温零下，非常寒冷，我立刻关心问道：“您好，您现在具体是在什么位置，现在状况如何？” 

司机几乎是带着哭腔说道：“我从武汉送物资回来，今天晚上刚到连云港，本来公司已经联系好回来就去一个隔离点进行

隔离，但是现在隔离点却无法进入。” 

“那你有和公司负责人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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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了，他们只是说联系好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非常的后悔。当时公司有一批防疫物资紧急送往武汉，

我自告奋勇前去，现在谁知道是这种情况……我已经去过高风险地区，不敢接触其他人，而且这次我去武汉是瞒着家里人去的，

现在我只好把车停在郊外。”作为一名只身前往武汉送防疫物资的无名英雄，我从他哽咽话语中能感受到他的焦虑、无助和失

望。 

那天晚上，我跟他聊了近一个小时，慢慢安抚他的情绪，给他讲解当时的疫情防控政策。随即我主动加了他的微信，获取

了他当时所在位置、身份证号码和疫情防控卡口通行证。我又连夜联系隔离点、公安部门和所在社区，并向街道疫情防控指挥

部汇报情况。最后，司机同意在其公司进行 14天隔离观察，由社区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社区工作人员、民警、社区医生每天上

门落实“四包一”，顺利度过了隔离期。 

在不少人的眼里，这些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可我知道，这些事在居民心里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能成功帮助居民解决这些

大事，让我感到无比满足。我也将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继续在岗位上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