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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慧芬 通讯员 罗皓轩）近日，在市县两级
民政部门、检察院、法院和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市未
保中心）的共同努力下，西乡县困境儿童小岩（化名）被依法妥
善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开启新生活。这是 2021年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以来，我市首个困境儿童监护权转移的成
功案例，也是我市长期以来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生
动缩影。

时间回溯到 6 年前，刚过完 4 岁生日的小岩，母亲因不堪家
庭重负离家出走，一年后父亲又突发疾病去世，小岩只得暂由其
亲属代为抚养。2023年初，监护人多次向小岩户籍所在地民政
部门反映，因身体原因无力再承担监护责任。

为落实小岩的监护问题，市未保中心立即对小岩的亲友进
行走访，开展监护能力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和小岩个人意愿，决
定由西乡县民政部门将小岩转介至市未保中心进行临时性替代
抚养。

为了让小岩尽快融入新生活，市未保中心精心照顾其生活，
社工们通过聊天和游戏找到突破口，与小岩迅速建立起亲密关
系，让他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虽然小岩的基本生活得到满足，但在儿童基本权益保障和未
来长远发展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市未保中心一边履行临时
监护职责，积极协调教育部门和学校办理入学手续，一边就小岩
后续监护问题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多次会商和探讨。最终商议
由属地民政部门以监护人身份依法代理小岩向检察机关提出申
诉，经当地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向人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
书，法院依法宣告小岩母亲为失踪人，从而有效推动小岩孤儿身
份的认定，成功依法将其监护权转移至民政部门，这将更有利于
小岩的健康成长，更好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一家家政劳务公司、第一家社区
工厂、第一家日间照料中心，很难想象，
略阳县这么多个第一家，都出自该县徐
家坪镇一位“山妹子”之手。她幼年丧
父，既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和聋哑的爷爷，
还要供年幼的妹妹上学。她端过盘子、
捡过酒瓶、进过工厂，再苦再难她都没有
停止脚步，在生活的泥沼中孜孜不倦地
前进。她就是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
先锋杨丽娜。

今年 34 岁的杨丽娜出生于略阳县
徐家坪镇刘家庄村，是一个地道的“山
妹子”。 2012 年，她放弃了在广东一家
电子厂的晋升机会，回到了家乡，拿出
打 工 积 攒 的 1800 元 ，在 县 城 租 了 一 间
门面房，成立了县城第一家集婚介、房
屋 买 卖 中 介 、劳 务 中 介 等 业 务 于 一 体
的中介服务中心。

凭借着专业的态度和周到的服务，
杨丽娜的中介事业越做越大。随着越来
越多的经济有困难的妇女加入中介公

司，如何带领姐妹们一起增收致富，成了
杨丽娜心中思索的新问题。

2018 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杨丽娜
建起了略阳县第一家社区工厂——山妹
子工厂，采取无负担的妇女动员“出”、有
拖累的妇女就近“留”的措施，形成了“走
出去做家政、留下来当巧娘”的务工模
式。吸纳当地 60 多名妇女就业，给她们
打开了一扇增收致富的希望之窗。

“从一开始做简单的手工艺品，到后
来接订单代加工鞋子、衣服、包包，但都
有淡旺季的困扰，我就开始思考如何转
型，让姐妹们能够有更加稳定的收入。”
杨丽娜告诉记者，因为有着做家政的基
础和长年照顾老人的经验，她的第二次
创业，决定从养老服务入手。

2020 年 ，经 过 多 方 考 察 后 ，杨 丽
娜 在 兴 州 街 道 办 象 山 湾 社 区 创 办 了
全 县 第 一 家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 以

“ 为 老 人 打 造 15 分 钟 养 老 生 活 圈 ”为
宗 旨 ，设 餐 厅 、针 灸 按 摩 理 疗 养 生 馆 、

文 化 活 动 室 、健 身 场 所 等 配 套 设 施 ，
并 为 不 方 便 出 门 的 老 人 提 供 上 门 送
餐 等 服 务 ，满 足 不 同 群 体 需 求 ，使 老
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小杨对我们老人是真心实意地关
心，在这里我们吃得放心，玩得也开心。”
一大早，66 岁的老人马友全在供餐窗口
挑选了自己心仪的早餐后，就和老朋友
们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

3 年来，杨丽娜一直秉持养老服务
的核心就是服务质量的初心，不断加强
员工培训，引进设施设备满足老人的不
同需求，不定期组织更新适合老年人的
活动，先后创建了象山湾日间照料中心、
新城日间照料中心、徐家坪日间照料中
心三处服务场所，形成集“健康养老+居
家养老”于一体的多元养老服务新模式，
为县城内 10 个社区，600 余名老年人居
家养老提供形式多样的贴心服务。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给了
我很多帮助，现在我也想竭尽所能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杨丽娜说，她深知
残障人士谋生的艰难和辛酸，主动吸纳
残障人士到日间照料中心和“山妹子”理
疗养生馆就业，长期免费面向全县残障
人士提供互联网电商技能培训，目前已
为 20 余名残障人士提供就业岗位，解决
他们实际生存困境。

“‘山妹子’这个平台给我们这些残
疾人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现在的我
不但有了收入，也有了把日子越过越好
的底气。”象山湾日间照料中心餐厅负责
人朱志章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

从单一的“山妹子”社区工厂到成立
集家政、代工、康养、托育为一体的山妹
子康养商贸有限公司，杨丽娜不仅自己
在创业中矢志拼搏，还坚持为下岗待业
和留守妇女们提供工作平台，持续带动
困难群众、低收入群体稳定就业增收，先
后获得“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陕西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汉中好青
年”等多项荣誉。

1月 16日凌晨，雪姑娘悄然来到地处汉江源头的宁强县，飞舞的雪花将连绵的山峦覆盖，银装素裹的汉江
源景区，像极了冰雪童话世界，在腊八节前悄然登场，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吹响了汉源冰雪游集结号。

汉江源景区现冰雪奇观
本报通讯员 黎德华 图/文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去年以来，汉
台区紧扣“三个年”活动要求，围绕“办事效
率高、服务质量优、群众满意度高”的工作目
标，持续深化各项“放管服”改革，为办事企
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贴心的政务
服务环境。

临近年关，汉台区行政服务大厅里来办
事的人络绎不绝，办事群众都想在年底把手
头事给办理完。“这几日天气冷，本来不想出
门，但有些事情必须得办，我年纪大了，腿脚
不便，眼睛也看不清楚东西。今天来这办事，
很顺利，工作人员帮我跑腿，还帮我填表，我
的事情很快就办完了”。一位在大厅办事的
老人微笑着告诉笔者。

大厅为最大程度方便老年人、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办事，设置了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
生间、母婴室，配备了轮椅、助听器、雨伞、便
民药箱、手机充电站等便民服务设施设备。

同时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伍为办事群众提

供咨询导办、帮办代办、表单填写、网上申请
协助等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还为群众提供

“一对一”全流程服务，主动帮助抽号、填写
资料、复印打印，协助业务办理等。积极拓
展服务供给，开展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周末
延时服务、节假日紧急业务办理服务，推行

“网上申请、在线审批、结果邮寄”的不见面
服务，构建线上线下便民双线融合的政务服
务新格局。

去年以来，该区着力解决“准入容易，准
营难”问题，纵深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一次告
知一次办理”，实现更多政务服务网上办、掌
上办、一次办。实施“一站式”服务，减少办事
环节，办照时限压缩到 1 个工作日内，在全区
设立 16 个个体工商户办照窗口，实行全区通
办，口述办照，现场发照。通过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互联网＋监管”“市场主体承诺制”
等新型监管模式，进一步提高企业服务满意

度、群众办事满意度和便利度。2023 年汉台
区新发展市场主体 11940户，占全年计划完成
数的 119.4%。汉台区企业数量也突破 2.2 万
户，占全市的 35.11%。

汉台区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中心坚持一日三巡查、办件质量回访和监
督投诉回应，选聘 10名政务服务质检员，采取
不定期暗访督导和定期意见恳谈的方式，积
极收集服务评价和意见建议，同时每月将驻

厅窗口服务群众的“好差评”结果进行公示，
每季度根据评价数据，调查分析突出问题，有
针对性地提出服务改进措施并抓好整改落
实，“好差评”结果与窗口工作人员日常考评、
年度考核挂钩，形成提质增效的常态化工作
机制。

据 悉 ，目 前 全 区 共 有 33 个 部 门 和 单 位
的 937 项 政 务 服 务 和 便 民 服 务 事 项 已 全 面
入驻大厅，其中 503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
无 差 别“ 一 窗 通 办 ”，日 均 接 待 企 业 、群 众
3000 余 人 次 。 为 进 一 步 方 便 群 众 、企 业 办
事 ，下 沉 镇（街 道）事 项 366 项 ，村（社）可 代
办 公 共 服 务 事 项 59 项 ，电 子 政 务 网 络 端 口
已 分 配 全 区 222 个 村（社 区），初 步 实 现 了
区、镇、村三级政务服务网络互联互通。去
年以来，企业和群众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累
计 评 价 近 29 万 余 件 次 ，对 办 事 群 众 进 行 办
件 质 量 满 意 度 回 访 96 人 次 ，好 评 率 达
100%。

当下虽正值寒冬腊月，天气寒冷，但发生在勉县老道寺镇杨
寨村的一幕却令人倍感温暖。勉县杨寨村组织村内爱心人士对
本村一名困难学生进行捐款和爱心资助，将现场筹集的 14700
元助学金送到了困难学生的手中，帮助其解决了上学难的问题。

受助学生是杨寨村 7 组的居民，因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改
嫁，年幼的她便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因年事已高并身患
慢性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七十多岁的奶奶还要外出务工补贴
家用，但她始终没有主动放弃学业，而是努力用学习改变命运。
近年来，村委会也多次帮其争取国家和当地政府政策支持，解决
其生活困难，帮助完成高中学业，她本人也不负众望凭借自己的
努力考上了大学。可上大学后学费高昂，并因家庭情况特殊无
法获得助学贷款，村“两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第一时间号
召、组织村内爱心企业，为该学生捐款，当地政府得知此消息后
也积极参与活动。

衔环报德，感恩助学。受助学生手中捧着这份沉甸甸的爱
心，向无私资助她圆梦大学的各方爱心人士表示由衷地感谢。

“在大学里我一定会努力奋斗，学有所成后用自己的力量回报家
乡的父老乡亲！”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玮 刘炳林）1 月 16 日，宁强县 2024 年
首场就业援助月易地搬迁安置点专场招聘会在燕子砭镇举行，
着力为当地脱贫劳动力、退役军人、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提供
优质岗位。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数百名前来咨询应聘的村民与县人
社、创业就业服务中心等部门、企业代表互动交流，详细了解企
业发展和岗位需求情况。各企业在活动现场设置展台，与求职
者面对面交流对接，从薪资福利、企业发展、企业文化等多方面
进行推介，不少求职者现场与企业签订了就业意向书。

燕子砭镇沈家坪村村民张小隆说：“很高兴参加这次招聘
会，招聘会现场岗位很多，薪资也优厚，是一次很好的就业机
会。感谢县政府组织的这次招聘会，使我们就业各方面都有保
障，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宁强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巍介绍道：“这次就业援
助月招聘活动，重点面向就业困难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
登记失业残疾人员，让他们端牢就业的饭碗，提高生活质量。我
们及早组织收集了 51 家企业，3820 个就业岗位信息，为用人单
位和各类求职人员搭建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服务平台。”下
一步，该服务中心将联合各镇（街道）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春
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通过宁强人社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相
关信息。

本次招聘会到达现场参加应聘人员 300 余人次，初步达成
就 业 意 向 120 人
次 ，共 发 放 招 工 简
章及宣传资料 1000
余份。

略阳山妹子创出三个“第一”
——记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杨丽娜

本报记者 何淼 通讯员 秦文璐 李欣

汉台下沉办理事项，初步实现了区、镇、村三级政务服务网络互联互通，让群

众、企业办事更方便——

办好“小窗口”里的“大民生”
本报通讯员 马力

白雪皑皑，游客小心地走在景区步道上。

身穿羌服的姑娘在汉江源景区邀请八方宾朋赏雪。

汉江源天香寨雪景。雪猴蹲坐在树上。

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我市首例困境儿童监护权成功转移

宁强举办招聘会
促进易地搬迁群众就业

为一名大学生筹集14700元
——勉县老道寺镇杨寨村开展爱心助学小记

本报通讯员 李格格 马玉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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