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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爽）
日前，临猗县合欢社区电力花园
小区居民郑女士将一面写有“心
系百姓送温暖 真诚为民好公
仆”字样的锦旗送到合欢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感谢网格员帮她父
亲申办高龄津贴，对社区网格员
热心服务、工作细致、尽心尽责
的精神给予赞扬。

前几天，家住电力花园小区
的郑大爷（郑女士的父亲）联系

社区，询问高龄津贴申办事宜，
网格员谢泽英、吕丽霞上门为郑
大爷详细讲解高龄津贴发放相
关规定，并对照查看郑大爷相关
资料，发现郑大爷的户籍所在地
是临猗县楚侯乡某单位，而单位
现已不存在，也找不到相关负责
人。谢泽英、吕丽霞将此情况上报
社区，社区负责人给出了解决办
法。谢泽英、吕丽霞告诉郑大爷可
以将户口迁至当前居住地电力花

园小区，郑大爷表示同意。
随后，社区安排谢泽英开车

载着郑大爷来到相关部门，帮他
办理了迁户手续。随后，谢泽英
帮郑大爷填写了高龄津贴申请
表，备齐了相关资料，及时将材
料上报社区。

合欢社区负责人表示，社区
将继续加大宣传和走访力度，确
保辖区内80岁以上老年人都能
及时、足额领到高龄津贴。

临猗县合欢社区

老人申报津贴遇难题 网格员奔波得解决

“小原，我家电视机出故障
了，能帮我看看咋回事吗？家里
就我一个人，我也不懂。”日前，
绛县车厢路社区网格员原李燕
接到居民王大爷的求助电话。

“ 您 在 家 等 着 ，我 这 就 过
去。”接到电话后，原李燕与社区
工作人员王娜、于会涛赶到王大
爷家。

据了解，王大爷的老伴已去
世多年，儿女上班忙，不能经常
陪在身边。老人独自在家时，就
靠看电视解闷。

原李燕经过多次调试发现，
原来是网线接口松动了。于会
涛找来工具，将网线接口重新固
定好，电视机终于有了画面，王
大爷舒了一口气，笑了。

“遇到问题，老人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社区、是我们网格员，
这说明老人对我们是信赖的。”
车厢路社区主任王宝心表示，在
今后的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
网格员将继续保持为民办实事
的热心、真心，及时回应和解决
居民遇到的问题，做到真正为居
民服务。 记者 崔萌

绛县车厢路社区

电视无影老人急 网格员上门排故障

□记者 崔萌 文图

手艺

一根钩针，一团毛线，在李碧荣的手
指间绕啊绕，一个形似“小羊肖恩”的耳
机包在手中诞生；

圆鼓鼓、豆绿色的包体上，“盛开”着
一朵黄色的向日葵，“织女”雷小艺正在
钩织一款圆饼包；

一个个色彩明艳的毛线团，在“织
女”李红玉的手中，变成了花团锦簇的方
形抱枕；

……
走进御沁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妈咪

手工坊，“织女”们飞针走线，钩织出手提
包、耳机包、小挂件、虎头帽等。

李碧荣是妈咪手工坊的关键人物。
去年5月份，御沁园社区开展母亲节

活动，邀请编织爱好者李碧荣带领辖区
全职妈妈、全职奶奶学习编织手艺。

原本只是一节公益课堂，没承想发
展成为30多人的妈咪手工坊。

从短针、长针等基础针法，到枣形
针、爆米花针等复杂针法，再到造型、图
案、色彩搭配，李碧荣向来此学习的居民
讲解钩织要点、走针技巧、接线方法等。

每天上午9时许，大家来到妈咪手工

坊相聚，一边钩织，一边闲谈，不时传出
阵阵欢笑声。

收益

妈咪手工坊给李碧荣带来不少收益。
李碧荣走上编织这条路，是从为女

儿织毛衣、织发卡、织袜子开始的，但那
时，只是生活爱好。

直到2019年夏天，小区有位居民在
淘宝上开了一家日杂店。李碧荣没有工
作，便有样学样也开了一家，由于不懂经
营，生意不景气。

疫情三年，李碧荣无所事事，又开始
钩织。“何不在网店卖自己的钩织品？”有
了这个想法，她在淘宝店售卖花朵、鞋子
等钩织品，同时发布承接钩织品的广告。

“慢慢地，有了订单，但我一个人根

本不敢承接大单。”李碧荣说。
直到社区开办公益课堂，李碧荣与

喜欢钩织的居民实现双向奔赴，社区也
乐意为她们提供场地。

“零钱包、钥匙包共2000件，向日葵
圆饼包500件……”

“120个抱枕，50个耳机包……”
网络订单纷至沓来，客户通过微信、

淘宝、小红书等平台，预付定金。若逢各
种节日，还会有康乃馨、粽子、挂件等钩
织品的订单。

李碧荣提供材料，居民们钩织加工，
薪酬按品种、件数计费，单件手工费从两
元到几十元不等。

辖区80多岁的老太太荣月爱，在家
做了300个小手工，挣了600块钱。

“目前，钩织市场需求量很大，批发单

子很多，需要更多的‘织女’加入。”该社区
党支部书记、主任姚改园表示，编织技艺可
以让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实现居家就业。

受益

除了上述收益，居民在交流中也受
益良多。

妈咪手工坊是全职妈妈、全职奶奶
走出家庭、融入社区的一个平台。

“这是我的好朋友李卫芬，这是我刚
认的干妈雷小艺。”居民张丹丹性格开
朗，向记者介绍道。

张丹丹和李卫芬，都是年轻宝妈，也
是妈咪手工坊的常客，她们在这里相识。
早上送孩子上学后，她们经常在手工坊
做编织。

“对于全职妈妈来说，一个人在家很
无聊，来到妈咪手工坊，大家有说有笑，
日子有滋有味。”张丹丹说。

早上7点多起床，8点多吃早饭，9点
到手工坊编织，是雷小艺的一天日常。

雷小艺今年59岁，退休后做过家电
销售、房地产销售、保险业务员等工作。

“在小区住了10多年，不认识几个人，
去年学习编织后，才和大家打成一片，生
活中有了乐趣，也有了期盼。”雷小艺说。

在这里，她们分享育儿经验、生活智
慧，在忙碌中充实自己，在编织中找寻自
我价值。

“一天只能钩织两个向日葵圆饼包，
挣得几元手工费。”雷小艺笑着说，赚钱
不是目的，当看到自己织出的成品，大家
互相分享、夸赞，那份喜悦和成就感是无
法比拟的，那是大家坚持的动力。

姚改园介绍，御沁园社区是一个“候
鸟式”社区，许多来自农村的妇女来到这
里带孩子，妈咪手工坊也能让这部分人
更好地融入新集体。

盐湖区御沁园社区

妈咪手工坊催生“指尖经济”

社区治理微观察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
爽）“下了楼就能买到新鲜便
宜的蔬菜，看我买的东西多，
网格员还帮我拎着送到家门
口，社区的服务就是暖心！”
盐湖区安邑街道金海湾社区
七旬老人郑梅英高兴地说。

“鞋子开线了，市区修鞋
的不好找，如今不出社区这
个问题就解决了，社区可是
帮了我大忙。”居民马燕说。

3月8日，盐湖区金海湾
社区组织商户，在辖区金海湾
小区西区广场开展便民服务
活动。活动中，经营户为居民

提供平均低于市场价10%的
肉、蛋、奶、蔬菜等食品（下
图），提供义务理发、修鞋、修
衣服、修自行车、磨剪子、修小
家电等服务，还有商家向现场
的居民免费发放矿泉水、冰激
凌、鲜花等；工作人员、网格员
在现场搀扶老年人，帮老年人
购物、提送物品。

金海湾社区主任李代霞
表示，社区将持续开展多样
化便民服务活动，解决居民
生活中看似微小、实则离不
了的大事，不断增加居民日
常生活中的微幸福。

盐湖区金海湾社区

便民活动增加居民微幸福
社区暖心事

▲作品展示

核心导读

从一节公益课堂到妈咪手工
坊，从编织技艺到“指尖经济”，盐湖
区北城街道御沁园社区30多位家庭
妇女，通过学习编织，不仅有了收

益，更因结识了一群朋友而
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