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高中地下过街通道已开通试
运行，行人与机动车实现分流，同时，
165个人防车位对外开放。下班和放
学高峰期，咸高门前的长安大道上虽
车水马龙，但畅通无阻，没有了往日人
车混行、交通拥堵的景象。当地群众
拍手叫好，认为这是一个拥有获得感
和幸福感的“民生通道”。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
必行之。如何直面老百姓的需求，如何
回应老百姓的关切，是各级各地在为民
服务中的核心要义。围绕老百姓的痛
点、热点和难点，围绕群众的衣食住行，
围绕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问策于民，听民意、连民心、解民
忧，才能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简而言之，就是要从千声万语中
找到老百姓最真切的民生诉求，从千

丝万缕中找到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从
千山万水中找到最直接的服务路径。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更是代表着民
心。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群众对于解
决咸宁高中门口交通安全隐患问题的
呼声很高，于是提出建议。政府部门
照单全收、迅速行动、拿出方案、不计
成本，就是一次暖民心、察民情、系民
生的民生行动，必然会受到群众的欢
迎和赞誉。

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
新起点。为民服务说难也难，但只要
我们从民心出发，其实并不难。新征
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时时刻刻保持
敬民、忧民、爱民的赤子之心，急群众
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以
赴书写好新时代的民生答卷。

“民生通道”通民心
本报记者 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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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文化新阵地
本报记者 黄柱

近日，咸安区总工会和区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
了“我的工会我的家——情暖三八、与你同行”主题
活动。来自新就业形态职工群体和南大街社区及有
关企业的女职工代表参加活动，为广大女职工送上
了节日特别的祝福。

区工人文化宫还举办了职工“抖音”短视频制作
培训班，积极探索“互联网＋”现代新经济模式，在全
新的自媒体新时代，提升职工的自身素质，传递时代
好声音。

“参加培训班后，我开通了直播间，自己摸索了
一阵子，卖了几单，赚了点钱。”学员李大姐说，尝到
了甜头后，她希望能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更上一
层楼。

今年以来，咸安区总工会以“中国梦·劳动美”为
思想主线，以“劳动创造幸福”为活动主题，利用区工
人文化宫有利阵地开展了咸安区职工围棋赛、“经发
杯”职工象棋比赛、职工乒乓球赛、职工羽毛球赛等
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陶冶了职工的思想
情操，极大地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下一步，区工人文化宫将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领域提质、扩面、增效，以此作为开展共同缔造活动
的有力抓手，为全区广大职工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
文化服务，将职工思想引领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百姓话题

3月10日，咸安区花坛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巧手搭
建创意无限”创意积木大比拼活动，在丰富
辖区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提升逻辑思维
能力的同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活动开始，社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介
绍了积木的多样形状和独特特征，从乐高
积木的拼装方法和技巧讲起，帮助他们初
步掌握了积木搭建的基础理论知识。

随后，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积木的拼
插方法与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确保
孩子们能够安全、愉快地参与活动。

面对志愿者老师带来的三箱乐高积
木，孩子们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开始挑
选自己喜欢的模型。

活动中，志愿者们为每一位孩子分发
了色彩缤纷的积木，孩子们迫不及待地研
究图纸，仔细分析每个部件，通过拼装、插
接、嵌入、连接等一系列动作，将手中的积
木变成宏伟的城堡、高耸的摩天大楼、奔驰
的火车……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向周围人展
示自己的作品，脸上洋溢着满足和自豪的

笑容。
搭建乐高积木是一种仔细观察、反复

拼装的过程，志愿者们引导孩子们积极思
考，研究步骤图纸，小心、专注地将一块块
积木搭建在一起。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
孩子们完成了一件件乐高积木的拼装，

“摩天轮”“手枪”“四驱车”……他们兴高
采烈地展示着手中的作品，成就感满满。

“之前，我一直以为乐高积木不就是
按照说明书拼搭就好了，没有什么难度。
参加这次积木大比拼活动让我发现，拼搭
积木最大的魅力就是创造和想象力！你
看，我和孩子一起拼的亚马逊丛林！”从岔
路口赶来参加活动的一位家长一边展示
着他们的作品，一边说。

此次“巧手搭建 创意无限”创意积木
大比拼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
才华的平台，更让他们在快乐的氛围中学
会了合作与分享，提升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小小的乐高积木蕴含着无限的智
慧，在拼装的过程中，不仅培养孩子们的
动手、动脑能力，还让他们感受到创造的
快乐，收获新体验、玩出新乐趣，这正是我
们开展活动的意义。”花坛社区相关负责
人说。

据介绍，花坛社区将继续举办更多丰
富多彩的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多优质的
文化服务，共同打造和谐美好的社区环境。

巧手搭积木 创意大比拼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吕芬

“晓月，我早上起床突然感觉心慌气
短，浑身没劲，也不知道是低血糖还是高
血糖，现在人特别难受，社区能不能帮忙
联系一下社区医生来看看，帮我查个血
糖”。3月14日一大早，咸安区花坛社区
网格员接到辖区独居老人王婆婆打来的
求助电话。

网格员立马去社区卫生室找医生，
得知医生外出学习后，网格员一边联系
了老人的子女，一边和社区包保两委赶
往老人家中。

王婆婆见到了网格员，却拒绝跟着
他们去医院，只说是低血糖，吃点东西就
好。社区工作人员立马给老人削了苹
果，倒了茶水。但看老人脸色未有好转，
说话仍上气不接下气，怕突发疾病，社区
工作人员立马电话联系其子女告知老人
身体情况，并联系咸安区温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告知老人现在的情况，请求医
院派医生上门做检查。

社区工作人员陪在老人身边观察照
顾老人的身体情况，等医生赶到后对老

人进行了常规的血糖血压检查。
经过测量，老人血糖血压都高于正

常值，心跳加速，医生说可能会引起并发
症，需要及时吃药控制。等老人家属赶
到后，医生向家属介绍了老人目前的身
体状况，建议送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在家，儿子、女儿
都在单位，工作繁忙。社区小徐、小汪经
常上门来看望我，陪我聊天、嘘寒问暖，让
我们老人心里很暖，在感觉到自己身体不
适时，第一个想到了社区工作人员，现在
医生来给我做了检查，给我吃了药，感觉
好多了，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王婆婆拉
着社区工作人员的手激动地说。

“王婆婆今年78岁，一人居住在政通
路平房里，因眼睛视力不好，平时很少出
门。我与网格员会经常上门看望，帮助
老人购买药品及生活用品，并隔三差五
关心问候王婆婆身体生活情况。今天接
到王婆婆电话，我们也非常担心，像王婆
婆这样的独居老人，我们辖区还有很多，
我们都会经常上门看望，帮助老人解决
所需所求，让老人放心、让子女安心。”花
坛社区干部汪珊说。

民生无小事，事事需上心。据了
解，花坛社区延伸空巢独居老人的服务
工作，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给予他们关心
和照顾，用实际行动践行尊老爱老的传
统美德，营造敬老助老的良好氛围，让空
巢老人“不空心”、让独居老人“不孤独”，
不断提高社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

老人突发病 社区忙送医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徐晓月

敲门问需送温暖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李慧

3月1日以来，咸安区学府社区工作人员开展
“敲门问需”行动，看望辖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了
解他们近期生活状况。

“小张，你来得正好，我家走廊灯坏了，你可不可
以帮我找个来帮忙换下灯泡啊？”刚敲门进屋，家住
林校小区的吴爹爹就向辖区网格员发出了求助。吴
爹爹和老伴今年91岁了，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了解
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隔三岔五就会来到吴爹爹家，
叮嘱他们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询问他们的需求
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除了帮助老人们解决生活中小难题，社区工作
人员还经常上门帮办代办80岁高龄津贴、退休资格
认证、缴纳居民医保费用等便民服务事项，为老人们
提供“零距离”服务。

几声咚咚的敲门声、一句简单的问候、一群热情
的红马甲，让老人们倍感温暖。下一步，学府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将继续坚持边敲门、边回应，用“敲
门问需”这样简单朴实的方式，为有需要的老人送好

“雪中炭”。

电信反诈进学校
本报记者 吴青朋 通讯员 钟洲

3月11日，咸安区老年大学以“防范电信诈骗，
助力老年人守好‘钱袋子’”为主题，依托2024年区
老年大学春季开学典礼，在校区内开展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咸安区老年大学采用以案说教的方
式，向广大老年群众展示诈骗手段及新型典型案例，
特别是对持续高发多发诱导网络投资、“杀猪盘”、网
络兼职刷单、冒充电商物流、冒充公检法等常见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的手法进行深入剖析，提醒学员做到

“不透露、不轻信、不转账”。
同时，咸安区老年大学还利用班级微信群，进

行线上防电信诈骗宣传，供老年群员学习、转发，
共同营造老年大学师生共建反电信诈骗防火墙的
氛围，有效提升老年群众的识骗防骗能力。

家庭教育护成长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马赟

3月12日上午，咸安区万年路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联合咸安区民政局、咸安区志愿者协会开展

“家庭教育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宣讲活动，
旨在推动家庭教育工作深入开展，保护未成年人全
面健康成长。活动共邀请了30名居民参加。

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向参加活动的居民发
放《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普法宣
传资料，组织居民观看家庭教育公益短片及家庭
教育第一课，用鲜活案例以案释法，宣讲《家庭教育
促进法》。

同时，活动现场互动交流讨论亲子沟通技巧以
及丧偶式育儿、隔代教育、“双减政策”下的家庭教
育等常见矛盾点，积极引导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家
庭教育理念，营造和谐教育环境。

禁毒宣传进社区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黄本俊

3月20日，赤壁市车埠镇社区戒毒康复中心联
同辖区派出所、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走进社区开展禁
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在人员流动密集场所张
贴新型毒品海报，流动发放禁毒宣传册、一对一讲解
禁毒知识的方式，提高居民生活中的毒品防范意识，
呼吁每一个人自觉从自我做起、从家庭做起，自觉抵
制毒品诱惑，坚决维护辖区内的平安和谐，营造良好
的禁毒氛围。

据了解，此次活动让群众自主意识到不仅要自
身远离毒品危害，还要劝诫监督好周围的生活圈子，
在识毒、禁毒的同时，号召群众积极主动检举揭发各
种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线索，争做拒毒防毒宣传
员，共同营造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

“这个地下人行通道开放后，每天接
送孩子上下学过马路更方便、更安全
了。”3月19日一大早，正从咸宁高中地
下过街通道出口出来的市民张女士高兴
地说。

据了解，咸宁高中地下过街通道已
开通试运行，行人与机动车实现分流，同
时，165个人防车位对外开放，有效改善
了咸高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

当日，临近中午放学前，市民李明
茹不慌不忙将车辆停在咸高公共人防
工程的车位上后，下车经过地下过街通
道，步行不到3分钟就到了咸高门口，并
将热乎乎的饭菜送到正在读高三的儿
子手上。

“现在给孩子送饭不用赶了，也不用
担心找不到车位，孩子上放学走地下通
道更安全，这样的惠民项目真好。”谈起
眼前的变化，李明茹情不自禁地竖起大
拇指。

12时10分许，正值下班和放学高峰
期，咸高门前的长安大道上虽车水马龙，
但畅通无阻，没有了往日人车混行、交通
拥堵的景象。

这些变化得益于2021年的一份人
大代表议案。

“咸宁高中每逢学生上学和放学时
出现接送学生车辆、社会车辆在校门口
混合叠加，严重阻塞门口人车通行，学生
穿越车流过马路，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
隐患，严重影响路面正常交通秩序，建议
恢复咸宁高中门口地下通道，并对地下
通道进行拓宽，修建地下停车场。”在市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分团审议时，咸宁
高中陈蕾代表的发言，赢得了人大代表
们的赞同。

“咸宁高中门口原有一条地下通道，
由于通道狭窄低小，积水潮湿昏暗，影响
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家长和学生对此
反映强烈，希望在拓宽地下通道的同时，
安装路灯，对通道进行美化亮化……”市
五届人大代表何琼珍补充说道。

会上，由何琼珍代表提议，陈蕾等14
名代表附议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咸宁高
中门口地下通道恢复和改扩建的建议”，
经大会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该建
议被确定为重点代表建议，归为城建环
资类，并由市人大常委会及时转市人民
政府办理。

“我们一方面加强与市住建局的沟
通衔接，多次到项目现场督办，对接建议
办理情况，另一方面及时与代表沟通，更
重要的是在督办中参与，帮助住建部门
想办法、出主意，同时，又督促住建部门
制定设计方案，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终
于进入到施工前的准备阶段了……”市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看到咸宁高中地下通道开通，市五
届人大代表陈蕾十分欣慰。她说，这个
建议的落地实施，让她觉得政府非常
关注民生问题，很重视人大代表提出
的建议。

今年2月初，备受关注的桂花广场运
动公园建成开园。大年初六，咸高公共
人防工程对外开放，地下过街通道同步
开通试运行，咸高门口的斑马线也随之
取消。

记者了解到，咸高公共人防工程项
目于 2022 年 3月开工，总建筑面积约
8000平方米，项目包含桂花广场运动公
园、地下过街通道、人防停车位等，目前
所有项目已基本完工。

据了解，永安大道为重要的城市主
干道，咸宁高中附近有商务楼宇、居民小
区，人多、车多，是交通拥堵问题的高发
区域，特别是在咸高上学放学高峰期，因
周边停车区域紧张，家长接送学生的车
辆沿路停放，人车混行，造成拥堵的同时
也极大地影响交通安全。人行地道的开
通启用，解决了该地区停车数量不足、交
通拥堵的现状，实现了“人车分流”，为市
民营造了安全的出行环境，也解决了长
期以来人车争道、交通拥堵问题，极大提
高了该路段的通行能力。

据悉，此处地下人行通道长约 44
米，通道净宽4.7米，净高3.3米，在永安
大道东西两个方向共有三个出入口。人
防工程停车场入口位于塔新巷，出口位
于永安大道，停车场内165个人防车位
对外开放。

人行地道开通后，环卫部门安排专
人对下穿通道进行高标准保洁。严格按
照保洁作业要求，保证通道内垃圾及时
清理；对墙面、把手扶梯不间断巡查，发
现脏污及时清理，保障内部设施干净整
洁；每月定期对通道外部的钢架、石材和
玻璃设施进行清洗冲刷，及时去除污渍，
保证外部环境的清新美观。

咸高地下过街通道开通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恬 张仰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