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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闻
喜县阳隅乡吴吕
村 、张才岭村联
合举办农民职业
技能培训会。

近 期 ，该 乡
党委 、政府利用
冬闲时节，通过
请进来 、走出去
的方式，有针对
性地邀请农业 、
林业 、畜牧业专
家就作物栽培 、
林果管理 、养殖
等技术对农民进
行培训，让大家
学到实实在在的
生产技能，助力
新型职业农民成
长，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
温 拓 摄

▲市区民生华庭小区安装完成的电梯 裴旭薇 摄

长期以来，市区很多老旧小区因
为没有电梯，导致居民，尤其是老年人
上下楼极其不方便。因此，对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成了多层住宅小区业主普
遍关心关注的热点话题。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完善住宅使
用功能，提高居住质量的一项惠民举
措。2018 年，鼓励有条件的小区加装
电梯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我市高
度重视此项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方案》《运
城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等，并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此项工作，力求谋民生之利、解民
生之忧。

那么，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
作进展如何？政策如何支持？存在哪
些阻力？如何破解？带着大家关心的
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市区多个住宅
小区，对业主、社区居委会、市房地产
服务中心、电梯公司相关人员进行采
访，全面了解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工作。

“便 利”
步梯房变成电梯房

2018 年，民生华庭 C 座某单元的
12 家住户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联系
了电梯公司为他们加装电梯。经过近
半年的施工，该单元从步梯房升级为
电梯房，高层住户再也不用为每天爬
楼而发愁了。近日，记者在该小区看
到，加装的电梯将原有的单元楼门外
移到侧面，从楼门进去后，一边是原有
的步梯，另一边是加装的外部电梯，从
3 楼开始，将原有的过道窗户打通，业
主只需要走半层楼梯便可到自己家。

该单元 5 楼的业主曲随行今年 75
岁，平时，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住在这
里，子女们一般周末才回来一次。考
虑到父亲年龄大了，也经常容易腿疼，
曲随行的儿子一度考虑过把房子卖
了，给父母换套一楼的房子来养老。
后来听说老小区可以加装电梯，他便
积极响应，出钱为父母安装了电梯。
这样一来，房子不仅不用卖了，还因为
成了电梯房而实现了增值。

“我和老伴儿每天出门买菜、遛
弯，至少要上下楼两趟，我腿疼，爬楼
很不方便，孩子们也不放心，现在好
了，装了电梯省劲儿多了，尤其是需要
搬东西的时候，再也不用发愁了。”曲
随行高兴地告诉记者，他和老伴儿在
这里住惯了，不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

加装电梯对他们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
事情。

从市房地产服务中心了解到，目
前，中心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共完
工 21 部，涉及民生华庭、锦绣花城、地
税小区、御沁园等 8 个小区。安装了
电梯的住户，特别是高层住户，都享受
到了电梯带来的“红利”，生活变得更
加方便，房屋也实现了增值。

那 么 ，哪 些 房 屋 可 以 加 装 电 梯
呢？市房地产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需要
业主自行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原有结
构的安全性进行鉴定。同时，我市出
台的《关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
实施方案》指出，在县级以上城市规划
区内，凡未列入近期房屋征收改造范
围，4 层及以上（含 4 层，不含地下室）
未设置电梯的集合式（具有合法权属
证明，非单一产权）既有住宅，在不改
变原有建筑主体结构、不破坏原建筑
基础，且符合城乡规划、房屋安全、消
防安全要求及电梯相关标准规定的前
提下，可以加装电梯。加装电梯的费
用分摊则由业主和电梯公司进行协
商，一般由 3 层及以上的住户分摊，楼
层越高、摊得越多。

“顾 虑”
住户之间意见不一

加装电梯是件好事儿，但推动起
来却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记者在调
查中发现，尽管业主们对加装电梯的
积极性普遍比较高，但具体实施过程
中仍存在一定的阻力。这中间，一方
面是资金压力，另一方面是业主之间
意见不统一。而一个单元一旦有一户
业主反对，加装电梯就无法进行。

“一般来说，步梯房的五层、六层
住户在当初购房时，往往是考虑到高
层价格低才选择高层，现在加装电梯，
高层住户花费比较多，难免会增加他
们的经济负担，加上有些年轻人需要
还房贷，日常开支大，因此他们不愿意
也没有需求去加装电梯。”市房地产服
务中心负责人说。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一般来说，如
果不考虑资金因素，大部分高层住户
态度比较积极，但要让一个单元的所
有住户都支持加装电梯却不容易。

在御沁园小区，记者看到，该小区
目前加装完成了 7 部电梯，均是临街
商住楼，也就是一楼、二楼是底商，住
宅只从 3 楼开始。该社区主任孙云告

诉记者，临街商住楼不存在低层住户的
反对，相对来说容易达成一致。从 2019
年 6 月起，该社区就通过动员、宣传、引
导，鼓励住户加装电梯，从临街商住楼开
始，先易后难，也容易形成示范效应。

同样是临街商住楼加装电梯的还有
锦绣花城小区。“一个单元住着，楼上楼
下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不愿意因
为加装电梯产生矛盾，没人牵头，其他住
户也只能是观望了。”该小区物业经理取
兴全认为，如果因为加装电梯导致邻里
之间出现矛盾，这就违背了加装电梯让
大家生活更好这个初衷。

“思 路”
多措并举推进加梯

目前，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旺盛的加
梯需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既是社会热
点，也是民生重点。各级政府、电梯公
司、社区等都通过多种措施，推动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工作。

不久前，我市出台了《运城市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对符合条件的电梯加装项目，每部
补助 15 万元。其中，省补 10 万元，市补
5 万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住户的
经济负担。住户只需要负担补贴后的价
格，补贴资金由电梯公司垫付，电梯公司
再与相关部门进行对接申请。

除了财政资金补贴，我市还坚持“居
民自主、市场运作、政府支持、规范实施、
保障安全”的原则，进一步简化加梯工作

审批流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不需办理
工程规格审批手续；不增加容积率，新增
加装面积为加装范围内业主共有，不计
入楼房面积，不改变原房屋权属信息，不
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手续和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不需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竣工验收无需前置审批，由建设单位联
合施工企业等有关责任主体，自主进行
竣工验收。住建部门全面落实建设单位
质量安全首要责任，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具体实施单位加强施工过程监管。

山西国澳崇基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郭崇喜说：“旧楼加装电梯势在必
行，作为电梯公司，也要不断创新思路，
引导居民逐步接受新鲜事物。”今年，该
公司计划在御沁园小区再加装 42 部电
梯，实现小区电梯全覆盖，并以此为试
点，逐步在全市推广。

目前，我市加装电梯均为半层入户，
今年，该公司还将试点平层入户电梯，也
就 是 电 梯 从 阳 台 入 户 ，直 接 通 住 户 家
里。“这种模式造价会高一些，但却能给
家里增加 10 平方米左右的面积，而且对
老年人来说更方便。”郭崇喜表示，“电梯
公司提供不同模式、不同档次的电梯，为
居民提供更多的选择，但前提是我们必
须确保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确保电梯质
量安全。”

对于社区的宣传工作，孙云表示，一
方面社区要在尊重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逐
步宣传引导大家支持加装电梯工作。另
一方面，也希望不同楼层的住户之间能多
一分理解，为社会和谐贡献一分力量。

老楼“加梯”，路在何方？
——关于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调查

■本报记者 裴旭薇

他没有高大魁梧的身材，却凭
着一身正气和侠肝义胆，在危难时
刻挺身而出，维护社会正义，守护社
会和谐；他心怀善念，30 多年来做
好事无数，尽管只是一名普通的保
安 ，却 成 了 大 家 眼 中 的“ 平 民 英
雄”。他就是今年 58 岁的运城市武
圣保安服务公司驻建行运城分行保
安队中队长解自立。

1999 年至今，解自立曾十余次
获得省、市、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称号，并先后被评为 2015 年度“运
城 好 人 ”、第 四 届 运 城 道 德 模 范 、
2018 年度“中国好人”等。2020 年
12 月 25 日，在“榜样山西——第八
届山西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上，他荣
获山西省“见义勇为”道德模范提名
奖。近日，记者在建行运城分行见
到解自立，听他讲述“英雄”背后的
故事。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解自立出生于盐湖区东街的一
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教育他要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助
人为乐。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在很
困难的情况下坚持 22 年照顾邻里
一位盲人老大爷的生活，直到老人
去世。父母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小
就坚定一个信念：乐于助人，见义勇
为，伸张正义，做一个对社会、对他
人有用的人。

小学五年级时，解自立对武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父母送他
到地区武术队学习，在两年的武术
训练后，他习得一身武艺，掌握了格
斗的技巧。这也为他之后的见义勇
为打下了基础。

1983 年，解自立在原市建三队
看管工地材料。一天晚上，他在工
地巡逻时，发现隔壁工地有两个人
扛着几根钢材，慌慌张张地沿工地
便道往外走，他凭直觉感到这两个
人有问题，便上前询问，但两人并不
理会他，而是快步向前逃去。他立
即向前迎面挡住两人去路，大喝一
声：“把东西放下！”这两人看他只有
一个人，说道：“又不是你工地的东
西，你少管闲事。”说着就气势汹汹
地向他冲过来，于是他摆开格斗架
势，凭着在武术队练过的扎实功底，
将两人制服。随后，他把两名盗窃
嫌疑人押到东城派出所。

这件事情是解自立步入社会之
后的第一次见义勇为，他至今记忆
犹新，也让他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
武术这项技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1995 年，他乘坐长途汽车
从西安回运城，车开到解州时，上来
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上来就眼
珠乱转，见多数乘客都在昏睡，便慢
慢靠近一个老年人，并轻轻卸下老
人手上的金戒指。这一幕被坐在后
面的解自立看在眼里，他猛地站起
来，把小偷拽起又摔倒，反扭住胳
膊，在司机和全车乘客的帮助下，把
小偷交给了民警。

“做好事已经成为习惯”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解自立就是这
样一个一辈子做好事的人，对他来
说，做好事已经是一种习惯。30 多
年来，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总是在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当上保安后，
更是让他感到自己的责任就是保护
人民，维护社会的稳定。

2008 年 5 月 17 日早上 7 点，解
自立到农行桥北分理处上班。突
然，他发现在单位附近有一男青年，
怀里抱着一件东西，形迹可疑，便悄
悄地绕到这名男子身后，看到一把
大砍刀刀把赫然露在包装布袋外
面，他不由得心头一紧。于是，他猛
吸一口气，用力将男子怀里的刀夺
了过来，这名男子一见刀被保安夺
走，撒腿就跑。虽未抓住可疑人，但
却为农行桥北分理处及时清理了风
险隐患，为客户提供了安全保障。

见义勇为不仅仅表现在惩恶扬
善、匡扶正义上，它也体现在扶弱救
困上。2011 年 1 月 31 日上午，解自
立在工作巡逻时，发现有一名要跳
楼的讨薪农民工。这时，他让同事

在楼前与该农民工交谈安抚其情绪，
自己则从二楼厕所的窗户翻出，快速
出手，一个箭步抱住该农民工。随后，
在民警与劳动保障部门、施工单位的
多方调解下，“跳楼讨薪”事件得到了
妥善解决。

2015 年 8 月 8 日晚 10 点，解自立
上夜班路过盐湖城，看到一名老年妇
女被车撞倒，躺在路中央的行车道上，
现场光线不好，来往车辆车速又快，担
心老人二次受伤，他赶紧把电动车灯
光开启放在伤者前十几米处，提示车
辆绕行，并拨打了报警电话，使老人得
到了及时救助……

解自立的勇敢和正义让他成了周
围人心目中的安全守护神。“有解老师
在，我们就觉得非常安心。”建行运城
分行的员工如此评价解自立。

“见义勇为，从不后悔！”

在多年见义勇为中，他多次感受
到社会的温暖，但偶尔也会有些“心
寒”。2003 年的一天，解自立在市区
开出租车。有一天在禹都大道跑车
时，一名年轻人从一名女子骑的自行
车筐里抢走了包。被抢的女子边追边
向路人求救。看到此景，他立刻驱车
追赶抢包贼，挡住了抢包贼的去路，抢
包贼一看他的身材比自己小，挥拳就
向他打来，他迅速出手反击。经过几
个回合的交手，终于制服抢包贼，并将
其扭送到北城派出所。当时，周围一
群人没有一个上前帮他。女失主从他
手里接过包，却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就消失在人群中。

2019 年 6 月 4 日，解自立家附近
的一个公寓楼下的电表箱突然起火，
着火的位置紧挨着天然气管道，情况
十分危急。知道这一情况后，解自立
立即拨打 119 和 110 报警，大声高喊，
提醒楼里的人迅速撤离，并拿出自家
的灭火器到现场进行扑救，由于及时
灭 火 ，没 有 造 成 人 员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而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救火，却没
有得到一句感谢的话。尽管如此，他
仍然没有动摇见义勇为的信念。

有人问解自立，坚持见义勇为 30
多年了，你后悔吗？他朗声答道：“见
义勇为，从不后悔！”

“胸怀正义，便有了力量。”这是解
自立的人生格言。在他的家中，最珍
贵的东西就是因为多次见义勇为，省
里和市里为他颁发的一大包的绶带、
锦旗、奖牌和荣誉证书。30 年来，他
坚持去做好自己认为对的事。他总是
笑着说：“政府给我的这些奖励是对我
的行为的认可，也让我知道，我这么做
是对的，我不能给这些荣誉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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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即将来临，为
了更好地控制疫情，北京、
山东、安徽等多个省市的下
辖区县发出倡议：春节期间
非必要不返乡。

与 此 同 时 ，张 伯 礼 、钟
南山等多位专家对春节期
间的疫情防控进行了分析
解读，也建议，非必要不返
乡过年。

但 由 于 该 建 议 比 较 笼
统，难免让民众感到不好把
握。比如，何谓必要，何谓非
必要，两者没有明确界线，
只 能 凭 个 人 的 主 观 判 断 进
行甄别，这就会导致一些人
出现认识偏差，把“非必要”
也当成“必要”。要知道，去
年春节受疫情影响，很多在
外打工者、或与父母分居两
地的人，都没能回家过年或
到异地看望父母。所以，今
年 回 家 的 理 由 就 会 更 加 充
分，成为很多人的“刚需”。

个人需要得到指导，用
工单位、社会组织等同样需
要。因为民众就地过年既需
要动员和组织，也需要生活
等方面的配套保障，比如当
单位全员放假、食堂关门时，
职工要想留在工作地过年，
就会存在很大的难度。社区
也有必要组织一些活动，使
留在原地过年的居民不感到
枯燥。但要想做好这些工作，
也需要有一个行动指南。

“ 非 必 要 不 返 乡 ”既 需
要个人理性选择，也需要在

非个人因素方面加以调整和改进。在规劝民
众错峰出行的同时，还要鼓励单位错峰休假，
因为假期一旦固定，民众就没有选择余地。

同样道理，与其让民众不扎堆出行，不如
鼓励单位点对点包车接送职工，这样既方便
了职工，又减少因染疫给单位带来的损失。

“非必要不返乡”既是劝阻，也是疏导；既
要鼓励更多人留在原地过年，更应该让不外
出成为一种自觉；既要增添在家的乐趣，更要
为旅途中的民众做好引导和服务。但要做到
这些，都需要有具体的规范和指南，如此方能
让“非必要不返乡”得到更好落实，春节人员
流动变得更加有序，确保过年团圆和假期防
疫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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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根据永济市城西街道办事
处村庄冬季环境专项整治会议精神，庄子村“两
委”迅速行动，认真开展冬季环境专项整治，村容
村貌不断提升，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专项整治工作中，该村结合实际制定了“治
清改建”的工作思路。“治”就是治垃圾；“清”就是
清“四堆”，即对村内外的干枯杂草、沿路小广告、
柴堆、杂物进行彻底清理；“改”就是改习惯，结合
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该村利用广播、横幅、宣传
单、微信群等形式，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建”就是建机
制，通过组建日常保洁队和专业提升队两支队
伍，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形成环境卫生人人有责、
家家户户自觉维护的长效工作机制。

据悉，庄子村共 2780 人，14 个居民小组。近
年来，该村“两委”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一手

抓产业结构调整，紧紧抓住城西街道实施农业综
合开发、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机遇，发展日光温
室蔬菜 1030 亩，投资 300 余万元绿化、硬化园区
道路 5.5 公里，架设低压线 2.5 公里，铺设管灌 8
公里，机井配套 9 眼；建蔬菜批发市场 1 个，年收
入 700 万元左右，人均增加 3500 元，安置富余劳
力 600 余人。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40 余
万元，完成 4 公里主循环圈路沿石铺设及绿化、
亮化工程；修建舞台一座，安装路灯 80 盏，修下
水道排水沟 1.2 公里。全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
善，村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下一步，该村将继续严格落实长效机制，细
化监督巡查机制，坚决巩固和保持环境整治成
果，让村子环境更加干净整洁，村民生活方式更
加文明健康。

（杜 庚 黄爱玲）

永济市庄子村开展冬季环境专项整治

本报讯 去年以来，闻喜县民政局着力
改善民生，全方位抓社保工作，采取 14 项扎
实的社保举措惠及民生。截至 2020 年 12 月
底，该局为城乡困难人员提供的社会保障及
补助款已全部发放到位。

为了确保各项工作得到落实，该局对困
难群体实现应保尽保，截至目前，共为 4273
户建档立卡低保兜底户 6247 人发放资金
2798 万元；为 1107 户易地搬迁户 4423 人办
理低保 574 户 817 人；将建档立卡兜底户 C
类低保对象 683 户 109 人全部提高到 B 类；
为 10169 户城乡低保户发放资金 6453 万元；
为 12362 人 补 发 提 标 资 金 185.43 万 元 ；为
14732 名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发放价格临时
补贴共计 471.9 万元；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
制度，实施分类救助，每年直接救助 238 人

次，发放救助金 89.9 万元，下拨乡镇临时救
助备用金 712 万元；为 439 名特困供养人员
发放救助金 343.1 万元；为 80 岁至 90 周岁中
参加城乡低保的 951 名老年人发放生活补
贴 5.8 万元；落实重度残疾人生活困难和护
理补贴制度，共发放残疾人“两补”5315 人
298.6 万元；为新增的 6 所农村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拨付建设资金 43.5 万元；为 138 名
孤 儿 和 无 人 抚 养 儿 童 每 人 每 月 提 供 1000
元，发放补助 169.35 万元，为 146 名困境和
困境家庭儿童发放生活补助 8.76 万元；为符
合条件的 130 名流乞人员提供临时救助；为
社会福利院 5 名孩子办理上学手续，与春晖
博爱爱心基金会联合，为 3 名孩子办理上学
手续，并为 20名困境儿童送去台式电脑。

（金国华 卫京燕）

闻喜县民政局14项社保工作惠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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