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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啊，餐巾纸是其他垃圾，放进黑色
桶里；矿泉水瓶是可回收物，放在蓝色桶里。
我再重新操作一遍，您看看好不好区分。”10
月 21 日上午，赤岸镇朱店村妇联主席、村巾
帼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朱兰君身穿红马甲，带
着垃圾分类宣传册，一家一家上门指导，手把
手教群众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与朱兰君一起
的，还有村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

在赤岸镇，每个村都有这样一个以妇女
为主体的志愿者队伍，她们不怕脏不怕累，她
们来自基层，扎根于群众，她们是每个家庭的
母亲、妻子、女儿，她们更成为活跃在城乡基
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疫情期间的“好帮手”

“孩子不能停学，网课期间更要重视教育
问题，大家有需要就来村办公楼，村里免费
为孩子们打印学习资料。”2 月初，赤岸镇薛
乔村的大喇叭里传来亲切的声音，村文化礼
堂管理员、巾帼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张莲芝一
遍遍反复告知村民们，村里有可提供的各种
服务。

“孩子要学习，但新书都还没发到手，老
师的课件已经传上来了，为了方便孩子学习，
肯定要打印纸质课件才行。”薛乔村村民吴女
士说，她的孩子刚上高三，正是最关键的时
候，村里的服务帮了他们大忙。说起为何会想
到免费提供打印服务，张莲芝说，防疫期间不
停学，孩子在家学习的问题通过网络直播的
方式解决了，却没有纸质稿做作业，用电脑还
伤眼睛，想到自家孩子也有这样的困扰，所以
村委商量了下，决定充分利用村里的打印设
备，为学生们打印学习资料，既方便学生学
习，还能减少人员流动，一举两得。

南青口村巾帼志愿者深夜把热腾腾的汤

面送到执勤人员手中，上吴村巾帼志愿者为
弱势群体送去生活物资，赤岸二村巾帼志愿
者为老人送口罩并教他们如何佩戴……疫情
期间，赤岸镇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在家能照顾
老小、准备美食，出门还能清理垃圾、打扫卫
生，不放过卫生死角，不给细菌滋生的土壤，
疫情这面镜子照出了赤岸“巾帼”队伍的细
心、贴心和用心，正因为有她们，才让弱势群
体感受到温暖，让疫情期间每个寂寞的角落
都能洒进阳光。

为村民提供“保姆式”关怀

相比疫情期间的事无巨细，如今，这支巾
帼志愿者服务队依然在每个村庄里闪闪发
光。朱店村 70 多岁的老人朱德芬一生未娶，
孤寡多年，是村里的低保户。这几年，朱德芬
身体越来越差，甚至瘫痪在床。了解到老人的
情况，村巾帼志愿者队队长朱兰君自告奋勇
每日上门探望，为老人换洗衣服、送餐，组织
巾帼志愿者们上门帮老人打扫卫生，请专业
人员上门理发，从头到脚，只要是朱兰君能想
到的服务，朱德芬老人都享受到了。

“巾帼志愿者队伍里的成员都是我们村
最勤快的人，有会做好菜的大厨，有懂推拿的
技师，还有家政达人，谁家有什么需求，基本
都能帮上忙。”朱兰君说。朱店村巾帼志愿者
队伍共有成员 16 人，1 名党员已经退休，却依
然坚守在服务群众的一线，参与到该队伍中。
不仅如此，这支队伍还成为新时代大妈宣讲
团，她们积极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入
户宣传垃圾分类、文明创建知识。朱兰君说，
面对面宣传，手把手教导，是效率最高也最有
效的宣传方式。

记者了解到，巾帼志愿服务队什么脏活
累活都干，路口劝导、文艺表演、文化走亲等

等，在赤岸镇，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共有 43 支
共 860 多人，每个村队伍里都有近 20 名成员
参与活动。今年以来，赤岸镇通过文艺表演、
入户宣讲、“三句半”宣传的方式，组织巾帼志
愿者参与培训近40次。

“妇女在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以及一座城
市中的地位非同寻常，通过她们参与社会活
动、入户宣传的方式，能有效将垃圾分类知
识、文明创建理念、新时代文明实践意识灌输
进每一位家庭成员心中，提高大家的参与度，
从基层往上辐射，助推美丽城镇建设越来越
好。”赤岸镇妇联主席杨锦霞表示。

“住在哥哥家这么多年，终于
盼到了自己的房子，做梦都要笑
醒，感觉好幸福啊。”这几日，赤岸
镇官余村村民老胡每天都忙碌且
开心。就在9月中旬，他领到了水
岸社区两套 100 平米套房的钥
匙，崭新的房子，全新的生活，正
在向他招手。

老胡今年 43 岁，还未娶妻，
从官余村搬下来后，和母亲住在
哥哥家两年多，生活虽然比较安
稳，但他一直想要拥有一套自己
的房子，然后再娶妻生子。母亲虽
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也一直期望
他能成家。“以前条件不好，没有
自己房子，不奢望他成家，现在有
了自己的房子，希望以后能顺利
一些。”老胡的母亲说。

8 月 27 日，赤岸镇联审通过
水岸社区第四批异地奔小康民生
工程。9 月份，赤岸镇慈溪村、官
余村、晓丰村、杨盆村、井潭村、古
寺村等村共 13 户农户符合此次
安置条件，其中，家住官余村的老
胡和他的哥哥也在其中，可参与
安置。9月15日、17日，老胡先后
参与了摇号、抽签，并抽得两套
100平米的房源。前段时间，老胡
把其中一套房子卖了，终于凑够
了装修的钱。“这几天房子在装

修，有些粗活我自己会做，能省不
少钱呢，很快就能住进去了。”老
胡说，他还想把母亲接来一起住，
让老人家也享受享受住在自家新
房的感觉。

记者了解到，符合安置的这
13户农户中，部分农户常年租住
在别村甚至外地，就像一颗浮萍，
久久不能落地。赤岸镇第四批异
地奔小康安置，让常年在外的农
户实现了回乡住新房的愿望，同
时也吸引更多村民回乡发展，助
推美丽城镇建设越来越好。

截至目前，赤岸镇已累计参
加异地奔小康工程安置农户有
800 多户，未参加的农户还有 50
余户。目前，赤岸镇政府、共建委
以及社区仍在入户宣传相关政
策，引导农户尽快住上新房，拥抱
更美好的明天。

“搬”走贫困 住进新房
赤岸镇水岸家园又多了一批新住户

“今天的红烧肉太好吃了，
番茄炒蛋搭配起来很香，我都能
吃下两碗饭了。”10 月 21 日中
午，赤岸镇三角毛店村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飘出阵阵饭菜香，
这个“大食堂”里的美味佳肴烧
出了村里老人们口中的“馆子”
味儿，老人们有序排队，对村里
的食堂阿姨赞不绝口。

其实，从今年4月22日开张
以来，三角毛店村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为三角毛店村、深塘
村、胡陈村、石牛栏等四个自然
村共 324 名老人提供餐食服务，
算是赤岸镇规模较大的居家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了。在村里的老
人，每到餐点就可以来居家养老
照料中心盛饭菜，一天两顿，顿
顿新鲜美味，特别是天气凉了，
老人们的行动比平时慢了半拍，
不过胃口变好了，对居家养老的
依赖更深了。

“以前村里没钱，成本又太
高，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一直
办不起来，直到四个村融合后，
四个村一起想办法，这个民生工
程才终于提上日程。”三角毛店
村妇联主席朱彩玲说。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开张后，为了给老
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村两委几个
人一起到农贸城选购食材，根据
现场菜品的品质，最终确定几家
固定配送点，因为每天吃饭的老
人太多，菜的分量也多，为了方
便一些，村里还出钱雇佣菜摊老
板每日送货上门。

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但也
绝不浪费一分一厘。为了节省成
本，三角毛店村的妇女能做的
菜，就组织村里一起做，村里有
种着的新鲜菜先吃完，老人想吃
的时候再买。“像响铃，我们完全
可以自己做，偶尔做一顿给老人
吃，又地道又美味，还新鲜，更能
节省成本啊。”朱彩玲说，村里收
购的食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又新鲜又美味，在农贸城批发还
便宜，非常划算。

“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很顺
利，还是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期
的。”朱彩玲说。刚开张时，食堂阿
姨并不懂怎么排菜，有时候连着
几天都吃豆腐，有时候连着两顿
都吃牛肉，老人们后来都有了些
意见。为了帮助食堂阿姨排菜，朱
彩玲特意去了解村里老人的口
味，她发现，有些老人因为身体原
因，不能经常吃豆腐，有些老人因
为牙口不好，咬不动牛肉，为此，
朱彩玲收集了老人喜欢吃的菜

品，并根据不同的搭配排好，还
请了外面的师傅进村，提升食堂
阿姨的做菜手艺，同时学习如何
排菜。不久后，这个“大食堂”越
来越上档次，每顿菜品不重样，
来这里吃的老人幸福感更强了。

每天饭点，三角毛店村和深
塘村的老人都会自己到居家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领饭，但是胡陈
村和石牛栏相对较远，有些老人
腿脚不方便，无法走路来隔壁村
拿饭。为了方便胡陈村、石牛栏
村的 12 名老人，三角毛店村村
两委专门安排人，提供每天两顿
的送餐服务，让隔壁村老人也感
受到政策带来的温暖。

“在村里吃饭的老人太多
了，每个月都会花 6 万元的菜
钱，但看到老人吃得开心、放心，
让他们的家人省心、安心，这比
什么都重要。”朱彩玲说。

据了解，去年，赤岸镇通过
“1+x+y”行政村撤并，将66个行
政村撤并为 43 个村（社区）。今
年 5 月份，赤岸镇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实现全覆盖，共有 46
家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开张，
全镇近3000名老人享受到实惠。

除了“老有所养”，赤岸镇不
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还承担着

“老有所依”和“老有所乐”的功
能。例如早在2014年就建成使用
的莱山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除
了为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
送餐服务、组织老人参与集体娱
乐活动，还定期组织党员和志愿
者为老人提供整理家务、理发、
身体检查等服务。

“从一开始为满足老人基本
的就餐要求，到后来提升老人的
生活品质与幸福感，我们做到
了。”赤岸镇妇联主席杨锦霞表
示，如今，赤岸镇在实现全覆盖
的基础上，逐步提升居家养老照
料中心的服务水平，既满足老年
人集中就餐的需求，还提供聊天
读报、交流谈心、文化娱乐等活
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打
造民生幸福工程。

“您好，请问今天晚上您在家吗？我们想上
门做人口普查工作，还有底册录入需要您签字
确认。”这几日，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的开展，为了在保质保量完成日常工作的同
时，精神百倍地投身到人口普查工作中，赤岸
镇的普查员们一个个化身勤劳的小蜜蜂，除了
要克服天气、工作量大等不利因素，还要兼顾
本职工作，老带青，青帮老，互帮互助合作完
成。按目前进度，赤岸镇人口普查工作已在全
市遥遥领先。

7 月初，赤岸镇正式开展入户摸底工作，
他们佩戴统一制作的普查证件，敲门入户、说
明来意、询问家庭情况、填表、户主签字……他
们一边询问居民的家庭情况，一边依据程序进
行登记，整套程序熟练而有条不紊。“人口普查
工作繁琐又耗时，需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以及不定时与户主沟通的耐心，更要有细
心的好品质。”老王是南青口村的老指导员，此
次他负责该村的人口普查工作。

“我以前也做过人口普查工作，对村里的
情况比较了解，希望我的经验能给新人带去帮
助。”老王说。10月13日，南青口村已完成信息
采集、短表录入工作。而在此过程中，老王发现
有位名叫小飞的新普查员对该工作比较陌生，
进展较为吃力。为了帮助小飞顺利完成人口普
查，老王亲自陪同小飞逐门逐户上门做短表，
这项工作老王原本无需参与，但为了大局着
想，还是坚持了下来，每一户都为小飞把关，在
排摸过程中主动带小飞熟悉业务，老王的用心
让小飞进步很快。

记者了解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需要全
面查清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城乡住房和居住
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情况。通过分析研究人口变
化趋势，为科学制定国民经济、人口发展、教育

医疗、就业保障等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支撑。

为提高普查数据质量，9 月 16 日-9 月 19
日三天，赤岸镇聘请了专业的信息科技公司，
为全镇 201 名指导员与普查员开展专业技能
培训，对普查队伍业务培训、人员管理及后期
数据处理等进行保障。同时，依托“党建+单
元+警务”三级微信塔群，确保与各村（社区）
及各部门及时沟通协调。9 月 21 日，赤岸镇人
口普查工作正式开始，实地走访、手机录入、现
场登记，每一项都需要仔细仔细再仔细。而最
繁琐和困难的一关，是需要普查员用手机录入
户主姓名底册。

南青口村靠近吉利集团，外来人口较多，
该村除了安排老指导员老王外，还安排了 7
名普查员。为了方便普查员们分组上门登记，
老王自己制作了一份《第七次人口普查外来
人员登记表》，同时附赠一张《致住户的一封
信》，让住户们了解人口普查的具体流程及意
义。这份表格大大方便了普查员们上门做工

作。与此同时，此次人口普查工作需要由普查
员使用PAD或智能手机入户登记数据直接上
报，其操作方式较为繁琐，小飞及其他年轻普
查员们也会教组里的老普查员们如何操作，老
带青，青帮老，促使南青口村人口普查工作顺
利进行。

与南青口村不同，毛飞俊是赤岸镇后备干
部，也是此次村里的年轻指导员。虽然年轻，但
毛飞俊擅长利用本地特色，聚齐所有普查员与
村干部集中办公，统筹谋划，对于个别不懂的
问题，大家可以在集中办公时互相交流，大大
提高了人口普查工作的效率。

7 月初，赤岸镇曾用无人机拍摄的方式，
将村庄拍摄素材制作成建筑物标绘图，为人口
普查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如今，赤岸镇第七次
人口普查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虽然本次普
查将首次采集普查对象的身份证号，但为保护
个人信息，本次人口普查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
普查登记，大家可以放心登记。”赤岸镇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银娟表示。

老中青“传帮带”
赤岸镇人口普查工作效率高

赤岸镇居家养老服务温暖“夕阳红”

水岸社区第四批异地奔小康
工程安置农户在摇号、抽签现场。

三角毛店村居家养老服务让
老人喜笑颜开。

本版文/图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更是“巾帼”赛“须眉”
赤岸镇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

人口普查。

朱店村巾帼志愿者给村里老人洗脚。

巾帼志愿者进村入户宣传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