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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2023年“湖北省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村）”揭榜，武汉市经开区小军
山社区榜上有名。从“村民”到“居民”，
再到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常住于此的
3300余人实现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的

“安全蝶变”。近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实地探访，一个个带着新意的体验迎面
而来。

虚拟“险情”让人身临其境

电动车车头显示“充电已超过10小
时”，车辆发出持续“滴滴滴”报警声，电
池位置“着火”，刺鼻的烟雾瞬间弥漫。
小军山社区应急科普馆内，记者在模拟
电动车火灾实验台旁，体验电动车起火
的“惊心”时刻。

“居民通过互动体验，直观了解起火
原因，避免充电不当，造成电动车火灾。
近几年来，社区未发生一起电动车入室

充电安全事故。”小军山社区党委书记沈
庆玲说，小军山社区专门成立应急科普
馆，以“沉浸式”体验传递应急安全知识，
让居民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第一时间
通过正确的处置方法化解险情，保护好
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应急科普馆内还设置了电瓶车交通
安全体验区、心肺复苏救助体验区、模拟厨
房灭火体验区、智慧全自动模拟触电体验
区等，这个场馆对居民开放，也成为附近中
小学学生学习应急科普知识的场所。

“一键式”联动管控

登录智慧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平
台，小区内的实时画面尽收眼底。鼠标
随机点一栋居民楼，各层户型平面图以
及各户常住人数一目了然，户主以及租
户的姓名、电话等信息都可以调出。

“小军山社区是拆迁安置还建小区，

老年人口多、流动人口多，日常管理工作
难度系数很高。”沈庆玲介绍，社区去年
安装了396个摄像头，利用智能系统实
时数据分析、实时点位预警、实时处突应
突，做到日常管理“零时差”。满足对社
区范围内人、事、物全要素的“可视、可
管、可控”需求，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能
力的基层服务水平，通过推进信息技术
与社会民生的深度融合，为基层社区治
理注智赋能。

去年9月，两个老人在房间里吹空
调时，忘记燃气灶上在炖菜，铁锅干烧冒
烟，飘出了窗户。值班人员收到系统预
警，精准确定位置。小军山社区应急服
务站队员3分钟以内到达事故现场，5分
钟以内将初期火情处置完毕。

防灾减灾“一呼百应”

“老、弱、病、残等困难人员都有对应

的志愿帮扶人员。”沈庆玲说，社区网格
员制定了一对一的应急帮扶措施，除了
组建专职应急队伍外，小军山社区还配
有30人的民兵队伍、27人的安保队伍及
60余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参与社区减
灾救灾工作，确保灾情发生时老弱病残
等特殊群体能够顺利转移到安全区域。

此外，小军山社区探索设立“积分
银行”让防灾减灾“触手可及”。居民拿
起手机，随手拍下隐患，向社区报送灾
害信息，按照“积分银行”中的积分值到
兑换点领取纸、米、油等生活用品，激励
居民争当信息员，关心参与社区防灾减
灾工作。

“新的一年有新的期盼，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村）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引
领带动全省综合防灾减灾工作稳步发
展，逐步提升全省综合减灾能力，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湖北
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说。

减灾示范社区里的安全守护
——探访武汉市经开区小军山社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雯洁 通讯员 程敏 邓莉

专项帮扶资金既雪中送炭
又锦上添花

“慈善专项帮扶资金比例越大，对推
动项目的作用越明显。”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慈善会秘书长罗文芬说，随着首个项
目落地五峰，一路宣传和推动项目落地。

2021年，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尝试着
承接3个项目落地任务。然而，面对这
个新鲜事物，干部们显得茫然，不知道如
何才能吃上“螃蟹”。

“30%的专项帮扶资金，也就是你们
发动项目筹款10万元，省慈善总会帮扶
3万元……”为了项目能成功，罗文芬拟
定流程，一方面向更多的村宣传，吸引各
村申报项目，一方面帮助把关，筛选可能
成功的项目。

该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罗华育得知
幸福临门后，在全县乡镇主要负责人参
加的会议上腾出时间，让罗文芬介绍了
小半天。

“村组的小项目能筛选上吗？”“没有
参加招投标的项目可以发起筹款吗？”

“拿到慈善帮扶资金施工滞后了怎么
办？”……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着，都有
浓浓的兴趣。罗文芬逐一解释，消除担
忧，提升申报积极性。

“项目投入太大，或者时机不成熟，
很容易打击各村的积极性。”据介绍，近
两年，五峰累计筹集“幸福家园”项目资
金 2450.46 万元，全县 78 个村社上线
201个项目，受益群众12万人次，其中有
2个项目进展迟缓。

白沙镇五珠村是阳新县最早“吃螃
蟹”的村，也是该县获得筹款和专项帮扶
资金最多的村。他们相继为村里参股的
养鸡场、牛蛙养殖和太空稻米项目发起
筹款。

“我们村养殖场的鸡蛋每天近10万
枚远销全国，肉鸡年出栏8万只；太空稻
米每公斤卖到百元；牛蛙养殖面积扩大
到300多亩！”村党总支书记陈细祥带着
调研组一路看，一路开心地讲述。

“慈善专项帮扶资金，既能帮助一些
民生项目弥补缺口，起到雪中送炭的作
用，也能围绕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发展锦
上添花。”湖北省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项目遍地花开，慈善帮扶资金被
用在助力发展的刀刃上。

区域示范
能县带活片区

“我们旨在搭建合法规范的互联网
众筹平台，吸引爱心人士反哺家乡。通
过项目平台为村社多方链接社会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湖北省慈善总会幸福家
园项目负责人表示，项目的规范化运作
增强了善款的使用效率和公信力。

一个个慈善项目汇集着各方爱心与
行动：党员干部从工资里挤出钱；爱心企
业捐赠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外出能人
千里之外匿名捐赠。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目前共78个村
社上线201个项目，2022年、2023年连
续两年筹资超过1000万元，累计筹资
2450.46万元，受益群众12万人次；2022

年8月以来，大冶市村社共申报公益项
目513个，筹资2020.89万元，获得配捐
252.52万元。

“‘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激发了
全省各地村社认领项目的热情，形成了
运用共同缔造的理念和方法来解决乡村
治理中痛点难点的一定能力。”湖北省慈
善总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各地慈善
会充分发挥项目的吸引力，调动村社发
起项目各方积极性，注重项目来自群众
呼声、反映基层诉求，项目建成也让群众
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慈善洼地变慈善高地，示范带动一
片片！”湖北省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如今，每个市州都形成了能县带动片区的
态势，比如武汉市的新洲区、黄冈市的黄
梅县、麻城市，宜昌市的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当阳市，黄石市的大冶市、阳新县，荆
州市的公安县等地，都形成区域性的示范
片，在乡村振兴进程里发挥着慈善动能。

与村社同行
激活基层治理效能

“‘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围绕村（居）
民关心的具体项目，组织筹款，调动资
源，既是考验基层自治的能力，又是对乡
风文明的检验，让我们村两委干事有抓
手，治理有方向。”一位村干部表示，调动
群众参与家乡建设，供给资金，在于激发
大伙的情怀。

“山区老人平安守望这道题就这么
解决了！”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傅家堰乡田
家山村在“幸福家园”平台发起筹款，乡

贤、爱心企业、外出务工村民捐赠100多
万元，建成同心守望“云看护”平台，老人
们有买药、看病等生活需求，只需对着镜
头一喊，就有人帮他们办理。

“修通塆路、建文体广场、装太阳能路
灯，一连三个项目，次次筹款都成功。”阳
新县浮屠镇栗林村近三年发起的筹款项
目吸引了村里企业、能人和村民多次捐
款，这些幸福项目凝聚起大家的幸福感。

宜昌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赵桦介
绍，像村容村貌整治、道路、桥梁、改水、
改厕、照明，这些事关村民急难愁盼的事
情，最能触动村民们的心弦，筹款项目成
功率也最高。

大冶市大箕铺镇小箕铺村邹子言湾
流动的抗旱水泵，终于换成30千瓦的固
定提水泵站。从此，围绕300亩良田的
抗旱用水，该湾与马兴湾40多年来争水
的历史结束了。

2021年，借助“幸福家园”村社互助
项目平台，该村成功筹款（含配捐）36万
元。建站房、添水泵、埋设管线……如
今，24小时都能从泵站下的天水河抽
水。“既解决了农业灌溉瓶颈，又打开了
群众多年的心结，改善了基层治理效
能。”小箕铺村党支部书记邹定林紧紧握
着调研组成员的手，连声说“帮了大忙”。

“‘幸福家园’村社互助，不仅让各种
资金链接互通，而且也让村两委与村内
外群众在思想情感上交融交流，是在村
级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上的一次集体升
华，激发了各种主体参与乡村社区建设，
激活了基层治理动能。”湖北省慈善总会
会长陈天会说。

“幸福家园”迸发治理效能
——解码乡村振兴中的“慈善动能”（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喜 通讯员 蔡友恒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子轶、通

讯员张会娜）1月25日从省市场监
管局获悉，湖北省食药安办、省教
育厅、省卫健委、省市场监管局联
合印发《关于加强学校食品安全协
同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提出了建立食
堂原材料供应商“黑名单”管理制
度、不定期组织“你点鄂检”进校
园、鼓励各都市圈高校建立食品安
全联盟等十项新举措。

按《指导意见》要求，学校须
加强对食堂食品原材料供应商的
考核评价工作，运用“互联网+”
智慧管理平台，建立电子进货查
验记录和索证索票制度，按品种
向师生公开食品原材料供应商
资质、抽检等信息；定期开展校
外供餐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
网上巡查，运用AI识别技术抓拍
违法违规行为。探索食堂食品原
材料供应商“黑名单”管理制度，
对有食品安全事故不良记录等行

为的供应商“一票否决”。有条件
的学校食堂可建设快速检测室或
检测中心，配置检测设备和人员，
对进入食堂的食品原料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致病性微生物等进
行检测把关，并公示检测信息。
要定期对学校食堂、校内小卖店
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抽检，不定期
组织“你点鄂检”进校园活动，让
学生和家长点选出最想抽检的食
品品类。

《指导意见》要求各级各类学
校设立食品安全校长（园长）岗
位，成立学校膳食与食品安全管
理委员会，设置食品安全投诉站，
聘请“食品安全监督员”。支持各
地建立由属地高校和食药安办、
教育、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
参加的高校食品安全校地联席会
议制度，定期开展交流观摩、会商
研讨、风险研判、情况沟通、应急
演练等活动；鼓励各都市圈高校
组建食品安全联盟。

湖北出台学校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指导意见——

建立食堂原材料供应商
“黑名单”管理制度

1月23日，宜昌市点军区紫
阳小区，年味渐浓。

望着眼前干净整洁的小区环
境，至喜社区党委书记苗春芳感
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个矛盾
重重的麻烦小区。”

小区物业涉及万户千家，管
理服务问题、共同财产收入分配
问题、监督体系与评价问题，时常
导致业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三
方剑拔弩张。

2023年 7月，宜昌试水“信
托制”物业模式。该模式的最大
特点是财务透明与开放参与，委
托人为业主大会，受托人为物业
公司，受益人为全体业主。业主
有权接受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
分配利益，享有对物业公司管理、
服务的建议权、监督权和表决权。

短短半年，“信托制”物业模
式已在宜昌临江小区、龙腾佳苑、
紫阳小区、张家坡连片小区4个
小区落地，并将进一步推广。

老旧小区试水信托

西陵区临江小区是老旧小
区，共计614户。

周边风景优美，居民从前的
幸福指数却并不高。73岁的吕
坤明大爷抱怨：“晚上吃完饭想
下楼到小区走走，楼道灯、路灯
都不亮，黑灯瞎火。楼道里堆满
了杂物，连走个路都要小心翼
翼！”

“受多年形成的观念影响，小
区一直没有物业，居民也不愿意
有物业。久而久之，环境恶化，各
种矛盾交织，成为了治理堵点。”
西坝街道光明路社区党委书记陈
爱丽说，大家抗拒物业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担心钱花了却依然享受
不到服务，不如不搞。

去年3月，宜昌组织50名社
区党委书记到成都学习，“信托
制”物业就是其中一课。去年5
月底，宜昌正式引入“信托制”物
业。

去年7月，湖北中泓物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进驻临江小区，
这是宜昌第一个“吃螃蟹”的“信
托制”物业小区。

“这个‘信托制’物业，不是
把钱交给物业公司，而是把物业
费、停车费和小区公共收益，放
到全体业主共有的信托账户，钱
怎么花由业主说了算，随时能查
询。”吕坤明大爷说，自从小区有
了物业后，楼道粉刷一新，路灯
也重新亮起来了。社区还筹资
对小区进行微改造，在临江空地
上建起休闲长廊，好像搬了新家
一样。

共同收入共同管理

“你看，紫阳小区12月份共
收入7556.52元，支出5312元，
收支明细清清楚楚。”至喜社区
党委书记苗春芳拿起手机点开
一个小程序，输入查询密码后，
紫阳小区公共账户资金情况一
目了然。

点军区紫阳小区建于2010
年，现有居民288户、623人。自

“三供一业”移交以来，不少小区
业主认为公共收益不透明、对物

业费的收取有疑问而拒交物业
费，小区前物业公司因无法盈利，
仅入驻一年便匆匆退场。

而由于小区房屋户数少，晾
晒、休闲场所等配套设施缺乏，小
区迟迟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接手。

去年 10月，紫阳小区引进
“信托制”物业模式，经小区业主
大会全体投票，湖北正鑫物业有
限公司进驻。业主和物业公司的
雇佣合同关系，变成业主大会、物
业公司和全体业主的三方信义关
系，实现业主权益和小区公共利
益的最大化。

“现在变化确实不小。”苗春
芳说，作为受托管理人，“信托制”
物业公司只提供服务，按照约定
比例提取酬金。物业费、停车费、
广告收益都进入小区公共账户，
每到节点公布公共收益和物业维
护资金收支明细，业主能随时查
询，公开透明。而小区开放式预
算是小区年度运营需要的全部费
用，经业主大会通过公示后，授权
物业公司在预算范围内使用。如
果是预算外使用资金，则物业须
重新打报告申请，业主大会通过
才能执行。

随着居民全程参与小区治
理，紫阳小区管理秩序、环境卫
生、生态绿化、设施维护等状况显
著好转。截至去年底，实施“信托
制”物业管理2个月的紫阳小区，
物业费收费总额已超过上届物业
公司全年。

业主物业重建信任

“元旦过后，小区运维有序多
了。”1月10日，伍家岗区宝塔河
街道张家坡社区水产小区，社区
党委书记洪娇十分高兴。

上月26日，该区首个“信托
制”物业签约仪式在张家坡社区
睦邻广场举行。水产小区、东山
大道273号老旧小区，成为首批
签约的连片小区。

张家坡社区由13个老旧小
区组成，共有50个单元、3000多
户居民。小区过去没有物业，排
污不畅，污水横流，违章搭盖，抢
地种菜……

洪娇说，社区上门宣传“信托
制”物业时，投票居民中赞成比例
达八成多，物业费预交也都很积
极。“以前物业费是交给物业公
司，现在实际上是交给自己，基层
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大幅提
升。”

宜昌市民政局基政科副科长
赵杰说，物业管理服务是基层治
理的一大难题，而“信托制”物业
模式主打财务透明和开放参与，
能够化解当前物业管理服务中的
核心矛盾，重建小区物业管理模
式中，业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三
方的信任关系——

首先，设立业主共有账户，所
有业主交纳的物业费用仍归全体
业主共有，除去开支，剩下的钱可
以全部用于物业服务；其次，财务
公开透明，年度财务预算、开支记
录、服务流程，每位业主随时可以
查询；第三，任何业主都可以对物
业服务提出质疑，监督物业服务
质量。“业主不是不愿意花钱，只
是不想花冤枉钱。”他说。

宜昌“信托制”物业
巧解小区治理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正

1 月 27 日，武汉市江
夏区郑店街同兴村卫生室
里，大学生村医李新林正
在给村民打点滴。

2000 年，为了方便照
顾上了年纪的养父母，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毕业的李新林选择回到家
乡，当了一名村医。23年
来，他用仁心仁术托起乡
亲们的健康，从守护小家
变成守护大家。一年365
天，李新林几乎不关门，有
事外出也只关门半天，并
张贴好开门时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5年来，“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在全省533个乡镇、21688个村社激活社区公益基金，累计筹款超10亿

元，被誉为新时代“希望工程”。

近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调研中探寻着“幸福家园”项目在我省乡村振兴中释放治理动能的奥秘。

名校大学生甘当村医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