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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警醒人”“守护人”“助梦人”
罗山县唯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系列活动服务儿童健康成长

小区有了“政务服务帮办代办驿站”
潢川县积极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服务群众“零距离”

本报讯（黄 轩）近日，潢川
县积极推动政务服务创新，将16
项政务事项下沉至县城小区，设
立了“政务服务帮办代办驿站”，
旨在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提高

“三服务”绩效。
“政务服务帮办代办驿站”

的设立，是潢川县委、县政府深
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效”改革精
神，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的
重要举措。驿站通过整合各类
政务服务资源，为社区群众提供
一站式的帮办代办服务，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

的政务服务。帮办代办驿站配
备了专业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直接与潢川政务中心工作人员
进行对接。他们经过业务培训
和面授实操，能够熟练办理延伸
至小区的各类政务服务事项。

目前，居民在驿站内可以进
行政策咨询、社保/医保信息查
询、养老待遇资格认证、新生儿
参保等各类共计 16 项业务办
理，无需再跑到县政务服务中心
排队等候。同时，驿站还提供帮
办代办服务，对于一些老年人、
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群体，工作

人员会主动上门提供代办，真正
实现了政务服务“零距离”。

“政务服务帮办代办驿站”
的设立，不仅方便了群众办事，也
提升了政府部门的形象和服务
水平。这一创新举措的推广和
实施，将有力推动潢川县政务服
务的现代化建设，为构建更加和
谐、宜居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下一步，潢川县将继续深
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优化政
务服务流程，推动更多政务服
务事项下沉基层，为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

儿童健康成长，是关系亿
万家庭、全社会关注的大事。
今年以来，罗山县唯民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在县民政部门的指
导下，把关爱儿童尤其是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作为重要工作
方向，通过组织开展系列活动，
全力以赴助力地方儿童健康成
长，彰显专业机构的社会担当。

做儿童成长的“警醒员”

炎热夏季来临，儿童溺亡
风险增多。为提高辖区内儿童
防溺水安全意识，罗山县唯民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驻东铺镇社
工站社工联动中心小学开展防
溺水宣传活动。在活动中，社
工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方式，
如观看视频，记防溺水顺口溜、
知识问答、模拟自救等多种方
式为儿童讲解防溺水安全知
识、科普落水自救方法。社工
联动学校，同学校合力为儿童

暑期安全问题保驾护航。社工
牢记儿童安全红绳，以行动为

“哨”，做儿童成长的“警醒员”。

做儿童权益的“守护人”

促进儿童权益落实，是民
众情之所系，心之所向。罗山
县唯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直
情牵儿童，用爱滋润童心，用温
暖助力成长。唯民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驻周党镇社工站社工近
日又前往个案服务对象小夏
（化名）家里，辅导小夏作业、同
读故事绘本。此前，社工协助
小夏整理有关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救助相关资料，并及时将情
况反馈给所在公共服务办公
室。该儿童已经成功办理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救助，儿童权益
得到落实，社工的个案服务也
得到家长好评。

落实儿童权益，唯民社会
工作服务 中 心 一 直 在 路 上 。
唯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驻潘
新镇社工站心系辖区内留守

儿童，在留守儿童放学后，深
入儿童家中，同儿童进行亲切
交流，同留守儿童聊聊学校生
活，了解留守儿童近期生活现
状，提醒留守儿童注意自我保
护。关爱儿童，唯民社工步履
不停，用自身行动做儿童权益
的“守护人”。

做儿童求学的“助梦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罗
山县唯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驻
莽张镇社工站社工着眼于困境
儿童小小心愿，积极链接爱心
资源，为困境儿童送去书包文
具，叮嘱儿童努力学习，实现自
己人生梦想。儿童追梦路上，
唯民社工是同行者，是儿童求
学的“助梦人”。“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善举虽小，终成
大海。关爱儿童就是守护未
来，罗山唯民社工亦会持续开
展多种形式的儿童关爱活动，
肩负社会责任，助力儿童健康
成长。

初夏时节，在平桥区
明 港 镇 邹 庄 村 的 香 葱 基
地，一垄垄排列整齐、连接
成片的香葱笔直挺立，地
里葱农们正忙着栽葱、拔
葱、捆葱、搬运……一片热
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与附近
美丽的村庄、宽广整洁的
道路交相辉映，勾画出一
幅村强民富景美的乡村振
兴画卷。

“不要小看这一垄垄
香葱，我们村老百姓盖房
子、娶媳妇和小孩读书全
靠这些葱，它是我们村民
奔向小康生活的金钥匙。”
邹庄村种植户盛德勇骄傲
地说。

近年来，平桥区明港
镇积极探索产业发展致富
的“新路子”，因地制宜发
展“短、平、快”农业产业，
大 力 推 进 小 香 葱 产 业 发
展，使其迅速成为当地农
业产业新贵。

“相较于其他蔬菜，香
葱一年能种两季，产量高、
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好，
市 场 供 不 应 求 ，不 愁 销
路。”邹庄村支部书记卢光
辉介绍说。

邹庄村支“两委”按照
“人均一亩葱”的发展理
念，以“村支部+合作社+
农 户 ”模 式 ，在 技 术 、信

息、资金、销售上为村民
服务，帮助村民走规模化
种 植 、品 牌 化 销 售 的 路
子，不仅解决了群众种植
规模小、散且技术弱带来
的经济风险问题，还为群
众 创 造 了 务 工 岗 位 和 拓
宽增收渠道，带动了村集
体经济增收。

“ 目 前 ，香 葱 收 购 价
格 约 为 每 斤 1.5 元 ，按 照
每亩地出产香葱 4000 斤，
每年种植两茬算，一年下
来 收 入 还 是 很 可 观 的 。
接下来，我们计划走良种
引进、标准法种植的发展
道路，把香葱产业做大做
强。”提及邹庄香葱产业
的发展趋势，卢光辉信心
满满。

目前，明港镇香葱种
植已发展至 1000 余亩，形
成了以邹庄村为中心，辐
射周边的韩场、尚河、杨冲
等 村 的 香 葱 基 地 ，带 动
1000 多 户 种 植 户 共 同 种
植。每到收获季节，平均
每天有 30 吨左右的香葱
销往北京、上海、武汉等
20多个大中城市。

乡村小产业，充满大
希 望 。 明 港 镇 将 继 续 推
进香葱产业链条上的育、
繁 、产 、加 、销 等 板 块 业
务，切实把邹庄香葱品牌
优势转变成竞争优势、经
济优势。

小香葱长成大产业

6月4日，在光山县凉亭乡王湾村新天地合作社中药材种植基地，社员正在收获中药
材。近年，光山县把中药材种植作为农民致富的重要抓手，以“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
模式，把中药材产业作为富民的特色产业，引进中药材良种与种植新技术。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