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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阀、

管”50万户；改造客运班线公交化线路

110条；完成300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在

全省建立1100个法律援助联络点；对85

家中小学校进行“互联网+明厨亮灶”升级

改造……

2024年，我省在就业、教育、医疗、“一

老一小”等民生实事问题上大力推出了一

系列新政策、好政策，实施了一大批暖民

心、惠民生的改造提升工程，在嘘寒问暖间

认真聆听人民群众的民生意愿，用真抓实

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冬日时节，走进延边州延吉市小营镇

五凤村，皑皑白雪下整齐干净的街道与瓦

房相映成趣，传递出独具特色的东北乡村

魅力。可过去这里却不是这番景象，由于

生活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夏天村子里常

常臭水横流，到了冬天便结成冰面，影响村

民出行。

2024年，在省生态环境厅的协助下，

五凤村充分考虑了当地地形地貌以及污水

排放特点，投资644.79万元，采取了集中

收集转运的方式处理农村生活污水。通过

治理工作，五凤村面貌焕然一新。去年7

月底，我省已新增完成515个行政村的污

水治理工作，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为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实事见实效”，我

省印发了《吉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

控）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统筹

推动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为助

力地方解决资金难题，筹集中央及省级资

金7055万元，优先支持一批条件成熟项

目，并推动10个项目纳入中央及省级储备

库，总投资约1.25亿元。

街坊邻里有了矛盾纠纷怎么办？社区

法律援助联络点帮您排忧解难。家住长春

市光明社区的79岁居民马慧文，因房屋漏

水问题与楼上住户产生了纠纷，无法解决。

2024年，长春市光明社区设立了法律

援助联络点，设有专门的法律援助顾问和

联络电话，可供居民咨询并及时给出解决

方案。“社区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彻底解决

了我多年来的难题，帮助我做了很多自己

不了解的法律工作，真心感谢他们。”马慧

文还告诉记者，“最近这里在举行普法讲

座，很多居民都自愿来参加，知法守法对我

们老年人来说也十分重要。”

“去年，我们在全省开展了法律援助便

民服务‘百千工程’，精准研判法律援助工

作的新形势、新特点，聚焦网约车、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进城务工人

员法律需求设置联络点，让更多需要获得

法律援助的特殊群体就近就便获得法律援

助服务。”省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主任周玲

表示，未来，我省还将进一步深化法律援助

半小时服务圈建设，不断为群众提供更加

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穿梭往返于城市间的客运班线是众多

群众出行的选择之一。近年来，我省紧紧

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运输组织形式，

持续推进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在交通出行领域的新需求、新期

待。

全省累计开通公交化改造线路1237

条，长春市与所辖外六县（市、区）及吉林、

舒兰、辽源、伊通、长岭已开通城际公交，长

春市一小时经济圈城际公交网络已基本形

成。延边、白山、通化等地以市州为中心，

基本实现了地区至所辖县市的公交化改

造。各县市积极推进县域内公交化改造，

满足城乡居民均等化的公交出行需求，双

阳区、延吉市、乾安县等12个县市已率先实

现全域公交。

据统计，公交化改造后，票价平均降低

20.8%，发车班次增加31.3%，客流量增加

32.2%。

校园食品安全事关重大，2024年，我省

对85家为中小学校配餐的集中配送单位进

行了“互联网+明厨亮灶”升级改造工程。

为推动餐饮安全监管由注重结果监管

向注重过程监管的转变、实现违规行为第

一时间发现并有效控制，从今年起，我省进

一步组织开展“互联网+明厨亮灶”升级改

造。通过升级改造，可有效解决原材料管

控不到位、加工环境不卫生、“三防”设施不

规范等制约校园食品安全的重点问题，保

障在校师生饮食安全。

省市场监管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升级改造，能够构

建“7×24”小时“云上巡查”系统，可有效缓

解基层监管力量不足的压力，推动实现由

传统监管模式向数字化监管模式的转变，

严格保障在校师生饮食安全。

安全问题不仅在校园，居民家里做饭

用的瓶装液化气也是我省公共服务关注的

重点。2024年初，我省设立改造瓶装液化

气居民用户“阀、管”50万户的民生实事工

作计划，7月底全省已完成改造80.45万

户，提前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我省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公共服务领域改革，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实事温暖民心 铸就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何泽溟

今年春节，公主岭市退休老干部李春

元过得格外舒心。

要问为啥？他会笑着说：“以前胸闷气短，

走路需要搀扶，现在腿脚利索，身体倍儿棒！”

更让他高兴的是，自己患有多年的糖尿病、高

血压及冠心病，在省城专家的帮扶下，均得到

了良好诊治，如今自己都能开车了。

李大爷提到的省城专家，是2024年省

中医药管理局启动的“名中医走基层”活动

选派的国家级和省级名中医。活动期间，

全省40位名中医到县级中医院轮流坐诊，

发挥名中医资源优势，提升县域中医药服

务能力。

春节期间，记者见到了李大爷。他回

忆起看病的经历，滔滔不绝。

“我很早前就找刘教授看过病。”李大

爷说，年前得知吉林省名中医、长春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党委书记刘爱东又

到公主岭市中医院坐诊帮扶，他特意从家

赶到医院。

“刘教授您又来了，请您再帮我把把

脉！”

“最近怎么样？活动时还有虚汗吗？”

刘爱东与“老友”寒暄起来。

“从脉象看恢复得不错，继续服用中

药，加以针刺疗法，身体会越来越好。”刘爱

东为李大爷进行了耐心指导。

“这段时间，我全身乏力等症状得到很

大改善。太感谢刘教授了，他们这个下基

层活动真好！”李大爷兴奋地对记者说。

“在‘名中医走基层活动’的推动下，刘

爱东教授团队对我院进行定点整体帮扶，

大力发展中医特色门诊、病区中医诊疗及

新技术应用，开展了6项中医适宜技术，中

医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公主岭市中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兼医务科科长王鹏飞介绍，帮

扶当天，医院总诊疗人数达1390人，较平

时增长3倍。

据了解，“名中医走基层”活动还开展

了“跟名师、学名医”带徒活动，通过随诊学

习、专题授课等方式，培养基层中医及中西

医结合骨干医师。截至春节前夕，40位名

中医在全省各地区已开展活动171次，累

计组织培训讲座70次，诊治患者2661人

次，为42家县级中医医院的专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每次专家来坐诊，我都寸步不离，尽

可能地多学习。”王鹏飞感慨道，“这个活动

真正让优质中医诊疗服务‘沉下来’，实现

健康服务‘零距离’。”

“听完刘教授的讲解，我真高兴。”李大

爷复诊完毕，和刘爱东挥手告别。身体一

天比一天好的他，哼起了小曲，迈着轻快的

脚步向家走去……

哼着小曲回家去
本报记者 张添怡 实习生 于沛辰

“您老伴的异地就医备案已经完成，现在

她在北京治疗也可以直接用咱们省的医保结

算了。”长春市二道区东惠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范静霖边敲着键盘边对前来办事

的居民何经奇说。

68岁的何经奇听到这个消息，脸上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他告诉工作人员：“我老伴长

期跟儿子在北京生活，前段时间摔伤了膝盖，

治疗和手术费加起来得5万多元。幸好听说

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这样她在北京也能

用本省的医保报销，真让我松了一口气。”

然而，原本让何经奇放宽心的异地就医

备案问题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他开始担

心，“到底该怎么办备案？去哪里办？需要准

备哪些材料？还要跑几趟才能办好？”这些问

题一度让他焦虑不安。

2024年，吉林省全面推广“15分钟医保

服务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医

保服务。幸运的是，东惠街道的便民服务中

心正是这一改革的受益者。何经奇不再需要

跑到医保大厅或医院，只需要走到社区附近

的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就能为他办理异地就

医备案手续。

范静霖告诉记者，医保服务下沉到社区

后，我们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和解读，很多居民

通过就近的便民服务中心，解决了医保相关

的各种问题，办理效率大大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也更方便了。

这项改革的实施，不仅方便了城市居民，也让农村居民受益。

我省还推出了医保服务下沉的具体措施。通过发布医保服务事项

清单，明确规定14项医保服务可以在乡镇办理，8项可以在村里完

成。各地基层网点的规范化建设，也让服务更具标准化和可操作

性。居民们不用再长时间排队等候，减少了出行的麻烦。

随着医保服务下沉到社区，越来越多的居民对医保政策有了

更清晰的了解，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医疗保障。在便民服务中心，

不仅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还能解决诸如医保卡挂失、医保账户

查询等一系列问题。

对于何经奇来说，便民服务中心的改革意味着他真切享受到

了“圈”里的幸福。“我家离便民服务中心很近，走路5分钟就能到，

再加上10分钟就能办好业务，真的是‘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以前

办这些事可能要跑好几趟，现在一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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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午饭点，外面天气依然寒

冷，而在长春市净月高新区福祉街道

中信城社区益食号智惠食堂内，却是

温暖如春、香气四溢。在后厨，红烧

狮子头、锅包肉、椒盐大虾、火爆大头

菜、木须柿子等菜品陆续出锅；大门

口，银发族、上班族纷至沓来；食堂

内，碗筷碰撞声、食客谈笑声“齐奏”，

构成一幅温馨祥和的社区生活画卷。

自助取餐时，记者看到李大爷将盛

好菜的餐盘放在智能分析仪器上，一旁

的屏幕上就实时显示出了当前饭菜的

营养成分、价格等信息。“这一功能可以

帮助老年人群体均衡膳食。”据益食号

运营经理刘天宇介绍，该食堂建设之初，

就将老年人作为主要服务群体，并进行

了一系列适老化改造。饭菜方面，食堂

会制作偏清淡健康、软烂易消化的饭菜，

以适应老年人群体的健康需求；价格方

面，食堂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9折优

惠；考虑到安全问题，食堂配备了无障

碍洗手间、防磕碰桌椅、急救药品、轮椅

等设施设备。

农家蒸肉、酱猪手、蒜蓉蒸龙利

鱼、葱油笨豆芽、地三鲜、炸茄盒、水

饺……该食堂春节期间也没有休息，

始终为社区居民提供营养丰富且有

节日特色的三餐。“立春当天我们还

为大家准备了春饼、香辣肉丝、树椒

土豆丝等符合节日习俗的菜品，大家

非常喜欢。”刘天宇高兴地说。

“这儿的菜样多，好吃又营养均衡，

环境也好，我们经常来这儿吃。”“以前

一个人在家吃饭，冷清、菜又少。现在

一到饭点儿，大伙儿都来，边吃边聊天，

多好！”餐桌上，老人们赞不绝口。

全省像长春市净月高新区福祉

街道这样的助老餐厅及老年助餐服

务设施，截至目前已发展到1876个，

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助老

餐厅带来的“舌尖上的幸福”。

民以食为天，“三餐热饭”是老年

人美好晚年生活的基础。发展老年

助餐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也

是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以

助餐服务“小切口”服务新时期养老

“大民生”，2024年，我省将老年助餐

工作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和省政府

率先突破行动强力推动。

据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

年，全省将再建设1000个助老餐厅，实

现乡镇、城市社区全覆盖。该厅将进一

步聚焦老年人吃饭刚需，以普惠性、多

样化为发展路径，积极构建覆盖城乡、

布局合理、共建共享的老年助餐服务网

络，逐步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

经济实惠、持续发展。

一餐饭的一餐饭的““幸福味道幸福味道””
本报记者 祖维晨

在长春市高新区富强社区，

有一个地方被居民们亲切地称

为“希望的港湾”——就业超

市。这里，每天都上演着普通人

追逐梦想、改变生活的故事，贾

阿姨和金女士的经历，正是其中

的缩影。

春节期间，记者来到这里，

恰逢“敲门暖心”就业服务活动

举行，而贾阿姨和街坊邻居也正

在其中。贾阿姨已到退休年龄，

本应安享晚年，但她一直想找份

轻松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

能增加些收入。以往，她只能在

街头巷尾的小广告里寻觅机会，

不仅条件艰苦，还时常遭遇虚假

信息，满心期待换来的却是一次

次失望。

“自从家门口有了就业超

市，一切都不一样了。”贾阿姨欣

喜地说。回忆起第一次来到这

里，她立刻被舒适的环境吸引，

暖色调的装修、宜人的温度，让

她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尊重。工

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她，耐心询

问她的求职意向和自身优势，随

后，精准匹配了几家适合的岗

位。经过筛选和面试，贾阿姨成

功入职一家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负责一些简单的日常工作。如

今，贾阿姨每天都精神饱满地去

上班，她笑着说：“在这里工作，

不仅有了收入，还感觉自己被社

会需要，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

金女士是一位全职妈妈，她

渴望重返职场，却因缺乏专业技

能而处处碰壁。就业超市的多

元化培训课程，为她打开了一扇

新的大门。在培训过程中，就业

超市还邀请了行业专家进行指导，并且组织学员们参加

各类烘焙比赛和展销活动。金女士的手艺得到了越来越

多人的认可，培训结束后，就业超市又帮她联系了一家知

名烘焙店。现在，金女士已经成为店里的明星烘焙师，看

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点心被顾客们喜爱，她的脸上洋溢着

自信和幸福的笑容。

就业超市的出现，就像一场及时雨，滋润着每一个渴

望就业的人。它不仅提供岗位信息，更通过一系列贴心

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技能、增强自信，让他们在就业的

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长春新区人社局围绕“稳就业、保民生”工作主线，大

力推进“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就业超市便是其中

的核心一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岗位信息、政

策宣讲、职业指导和技能培训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居民身

边，让服务重点群体就业的“大变化”在社区就业“小超

市”里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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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光明社区法律援助联络点

的工作人员正在帮助居民解答法律问题。

白城市燃气安检人员正在为商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测。

长春市净月高新区福祉街道中信城社区益食号智惠

食堂内，老人们正在餐桌前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在长春市高新区富强社区“就业超市”技能培训现场，

精致的手工编织课程为学员们开启新的职业大门。

▲吉林省名中医、长春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党委书记刘爱东到公

主岭市中医院坐诊帮扶。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