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旧楼院
“堵”问题解决了

对待老人像家人
这位助老专干贴心又暖心

在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街道桃树坪
社区，有这样一位助老专干，他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
统美德，把关爱播撒在社区的每一个
角落。41岁的许智文话语不多，却将
满腔热情投入社区助老事业中。

许智文

2024年3月，许智文正式加入兰州
市城关区东岗街道桃树坪社区，成为一
名助老专干。初来乍到，他并不引人注
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付出和努力
逐渐赢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可。

许智文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2002
年，大学毕业的他在上海多家公司担任
业务主管，积累了宝贵的职场经验。
2006年，精通电脑及网络知识的他选择

回到家乡兰州，开了自己的电脑维修、销
售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社区
的招聘信息，喜欢挑战自我的他毅然决
定投身社区，成为一名助老员。

“老年人其实特别可爱，能帮助他们
让我很开心。”对于许智文而言，服务群
众是一项充满意义的事业。他深知社区
是政府联系居民的桥梁，是居民倾诉烦
心事、解决烦心事的窗口。他满怀对老

年人的关怀与尊重，积极投身于小桃·助
残敬老志愿服务队的建设，无论是为独
居、高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
还是健康咨询等服务，许智文总是热情
满满，从不懈怠。从日常的家务帮助到
节日的温暖陪伴，从简单的健康监测到
复杂的情绪疏导，他用实际行动让老人
们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真正诠释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

A 初入社区，以行动诠释助老情怀

B 深耕助老，以细心和关怀温暖老人心

平日里，许智文是个安静的人。
他文字功底扎实，爱好写作，是陕西省
网络作家协会会员、番茄签约长篇作
家、简书签约儿童文学作家。工作之
余，他喜欢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随
着与同事渐渐熟悉后，许智文展现了
自己可爱和风趣的一面。他会把同事

的照片制作成可爱的动态表情包，大
家都被他逗得合不拢嘴。不仅如此，
乐于助人的许智文还主动承包了社区
的电脑、打印机修理和网络维护工作。

“我希望让更多老年人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和关怀，让他们的晚年生活
更加幸福。”对于未来，许智文表示将

深耕社区助老事业，不断探索创新服
务模式，同时希望更多年轻人关注并
参与助老工作，共同为构建老年友好
型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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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网改造以后，现在闻不到臭气了，家
里排水也通畅了，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家
住城关区白银路街道徐家巷社区第一新村卫校家
属院的居民王阿姨高兴地说。

据了解，第一新村卫校家属院属于老旧楼院，
楼院内化粪池老化严重、排污不畅，影响居民的日
常生活。为此，社区党委积极对接九安物业，对楼
院地下管网进行勘察，发现化粪池已出现坍塌现
象，要解决根本问题，需要将地面挖开，重新修筑
化粪池。排污井位于第一新村123号施工院内，为
了不影响十九中南校区竣工日期，经过社区与教
育局、十九中施工单位多次协商、实地查看，最后
制定了解决方案。经过多天紧张有序的施工，化
粪池改造升级工程在十九中南校区竣工之前圆满
完成，化粪池布局合理、排水顺畅，从根本上解决
了问题。

8月21日，化粪池改造完成后，社区协助物业
公司积极解决费用问题，通过社区党委积极组织
协调后，该楼院居民基本达成一致，将按照72户每
户承担来付清改造总费用。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与焦虑和解，与热爱同行
盐场路街道开展“女职工精神营地”活动

为了缓解职场女性的负面情绪，提升她们的
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增强自信心和幸福感，8月
23日，兰州市城关区盐场路街道联合小草爱心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了“女职工精神营地”活
动。此次活动主题为“与焦虑和解，与热爱同
行”。活动现场装点着各类鲜花，芬芳四溢。活动
伊始，小草爱心社工介绍了“女职工精神营地”的
创立背景及此次活动的意义，并宣布营地正式启
动。随后，花艺老师带领女职工们开启了一场花
艺之旅。花艺师详细介绍了各种花卉的名称、寓
意以及养护方法，让女职工们对花艺世界有了深
入的认识。在花艺师的指导下，女职工们亲自动
手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体验了插花的
乐趣。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李冰洁

“15分钟生活圈”，让幸福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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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市西固区西柳沟街道上坎社
区，15分钟不只是一个时间尺度，更是衡
量生活便捷度与幸福感的标尺。人间百
味，皆可浓缩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中。

社区持续强化为民、便民、安民等
功能，让幸福生活不出“圈”，居民家中
有事，社区工作人员接到信息，15分钟
必到居民家中。如今的上坎社区已经
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5分钟便民生活圈”扩充时，小
魏经营的裁缝铺便成了“服务圈”里的
一份子。他的店铺主要以修改衣服为
主，兼卖纽扣、暗扣、针线、花边等寻常
却不好找的小物件，别看这些不起眼
的小物件，却能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
家务难题。“开个裁缝铺，缝缝补补的
活不少，现在年轻人不怎么会这些活
儿，交给我们易如反掌。”

裁缝铺对于居住在小区内的小李
来说简直是“救星”：“以前破了洞、掉
了扣子的衣服基本就不穿了，确实也
不会做针线活。”小李说，自从发现小
魏的裁缝铺后，那些“失宠”的衣裤又
开始被“宠幸”：“每次也就花几块钱、
十几块钱就能解决这些小烦恼，方便
又省心。”

而39号楼一家6元钱的理发店更

是受到小区居民的欢迎，理发师宋阿
姨数十年如一日地服务老人。宋阿姨
说：“理发不仅仅是日常需求，更是一
种情感的交流与陪伴。”与小区居民熟
络后，宋阿姨更是主动提供上门服务，
给小区老人们带来了极大便利。行动
不便的张爷爷说:“我腿脚不便，每次
小宋都来家里给我剪头，很方便，我们
一家人也都喜欢跟她聊天。”

上坎社区不断完善“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让“小修小补”从业者扎根在
便民服务点，为居民生活提供更多便
利，畅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西柳沟街道上坎社区党委书记史
晓龙表示：“我们实时更新，不断优化
服务、补充业态，归拢合并修鞋、配钥
匙、修拉链、理发等各种小门店、小摊
位个体工商户，将各项便捷服务向楼
栋、向家庭延伸，着力把社区的‘15分
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成民心工程、暖心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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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出服务2

小小的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上坎
社区以居民小区为圆心，以步行15分
钟为半径，不断完善衣、食、住、行等公
共服务。在社区里一张醒目的“15分
钟便民生活圈”示意图中，向居民清晰
展示了15分钟能到达的地方，买菜、健
身、上学、医疗、文化等各类生活所需
一目了然。

“我早晨在社区里晨练，回家的路
上顺便到便民服务站买点菜，再买些主
食，然后到小区门口吃个早餐，饭后步
行到社区看看书或者锻炼一下，小区里
有活动室，很方便。”居民陈大妈在这里
生活了20多年，随着生活配套设施越
来越健全，她也住得越来越舒适。

在小区租房陪孩子读书的小何
说：“从家门到校门，走路只需要10分

钟，孩子可以自己上学。无论是新鲜
的蔬菜水果，还是日常用品，在社区内
的小超市都能买到，五分钟内解决日
常生活所需，确实便利。”

“我一个人住，身体不太好，社区
了解情况后，邀请我到银龄文化中心
和老姐妹们一起唱歌跳舞，我感到生
活更充实了。”小区居民马女士说，她
平日里在小区门口就餐，还在社区看
书、理发、唱歌……社区整合功能室和
活动场地，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出发点，
做实做细为老服务工作，打造设施“高
颜值”、功能“接地气”、服务“送到家”
的银龄文化中心，让生活“入圈”，让群
众幸福“出圈”，着力打造居民“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新场景，让辖区居民乐享
幸福便利生活。

“圈”出便利1

许智文来到社区的第一件事，就是
整理辖区老年人的信息并逐一入户走
访。原桃树坪 311 号住户王大爷年近
八旬，平时不与人来往，因拆迁租住在
外。许智文专程来到王大爷的租住处
走访，发现王大爷符合办理高龄补贴的
条件。许智文给王大爷耐心解释，并帮
助王大爷整理所需的申请材料、认真填

写申请表。不久后，王大爷的高龄补贴
成功到账。一向沉默寡言的王大爷激
动地抓着许智文的手连声道谢：“没有
你的帮助，我这补贴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

除了帮助老人办理高龄补贴等事
务性工作，许智文做得最多的就是看望
辖区老人并陪他们聊天、散步，这已成

为他的工作常态。今年7月，一场暴雨
让桃树坪社区的居民们犯了愁。由于
社区依山而建，每逢恶劣天气，居民特
别是辖区老年人的安全是网格员们最
牵挂的事。许智文每次都会和辖区其
他网格员一起，到居民家中察看房屋情
况，并叮嘱老人注意居家安全，恶劣天
气减少出行。

C 文字背后的温暖，多面的助老专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