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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沈阳市大东区将实现“两邻”基层治理全覆盖。

大东区幸福社区建新小区党群服务站。

关键词：民生十条
兜牢兜实民生底线 让居民共享发展“红利”

大东区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解决好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作为“两邻”建设的重点任务，针对特困分散供
养人员、低保户、低收入家庭人群等服务对象，制定了“容缺、补
短、提标、拓面、共享”五位一体的帮扶举措“民生十条”。目前已
累计帮扶救助困难群众8000余人（次）。

“民生十条”紧紧围绕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通过要件容缺办
理低保、实施城乡救助一体化、提高临时救助标准、拓展救助对象
范围、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持续深化帮扶救助力度，推动民生
保障提质拓面，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领域、更多人民，着力打造人
民群众有尊严、有认同、有希望的幸福家园,让群众成为“两邻”建
设的最大受益者。

关键词：散体楼合围
全面完成散体楼合围 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扎实推进散体楼合围、无物业小区引进物业管理工作，老旧
小区的“文明指数”和居民的“幸福指数”都得到大大的提升。大
东区抢前抓早，多措并举，深入践行“两邻”理念，统筹做好散体住
宅楼合围、无物业小区物业引进工作，目前，已全面完成了167个
点位散体楼合围工作。

大东区成立推进无物业小区、散体楼合围管理工作专班，坚
持党建引领，组织协调多部门参与。建立“三长五员”工作专班，
切实增强卡点疫情防控和治理能力，及时了解居民动向，达到解
民忧、民需、民盼目的，当好居民的“联络员”、“守门员”。同时，大
东区持续实践“一网一格多功能”基层社会治理，推进组织体系、
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打
造居民生活的“幸福里”。

关键词：就业
提供暖心就业服务 做强舒心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现舒心就业是大东区政府的民生追
求。目前，大东区正在积极创建10个舒心就业试点社区，发挥带头
示范作用，全力打造舒心就业民生品牌。大东区强化社区就业服
务平台建设，做到人员、经费、场地、管理、职能“五到位”，利用“互
联网+”平台积极宣传就业创业政策，引入人力资源服务、技能培训
等专业服务机构进入社区，让社区成为就业创业服务的“始发站”。

以大东区北苑社区为例，社区不把就业工作局限在社区本身，
更积极承接大北地区，乃至大东区、沈阳市的就业服务工作，通过
整合资源，用最小细胞发挥最大效能。居民走进社区就可以通过

“立体柱”“一体机”“宣传角”等信息化设备，立即查询全市范围内
的招聘岗位信息、用工政策等。以“真心的就业服务、安心的就业
保障、暖心的技能培训、贴心的政策帮扶、放心的就业岗位”满足居
民就业需求。

关键词：教育
保障和改善教育民生 打造幸福教育品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共同富裕，教育先行。今年，大东区以
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锚定突破方向，设计先锋举措，谋
划幸福教育落地落细落实，高质高位高标保障和改善教育民生，
努力打造幸福教育先锋品牌。

首先，让孩子更容易入公办园，入更有品位的幼儿园，是今年

学前教育重要发力点。预计大东区今年新开4家公办园、新增学
位 990个，包括东宸府园、国瑞 D地块园、保利堂悦园、美的东堂
园。其次，重点调整义务教育发展基础。全区32所中小学中，已
创建市新优质均衡（示范）学校 24 所，占比 75%。今年计划至少
再创建6所（小学、初中各3所），力争再升级2-4所学校到示范校
水平。然后，把优质特色发展作为今年高中教育发展的着力点，5
所公办高中全部成为省级优质特色学校，全区优质特色普通高中
在校生占比将达到70.8%，超过全市65%的指标任务。最后，重点
推进校内双减，以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吸引学生。

关键词：健康
创新开展服务内容 打造健康大东

健康是居民最关心的事儿。大东区通过打造健康大东品牌，
创新开展健康服务内容，大东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细数，大东区
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为发力对象，以居民健康需求为主攻方向，
统筹区域医疗资源，组建60个家庭签约上门服务团队，建立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各街道的联系渠道，为不同人群建立个人健康
需求台账和健康服务包，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0-6 岁儿
童、孕产妇、慢病患者、精神病患者6大人群提供特色医疗服务。

同时，大东区开展智慧健康体系建设，打造智慧基层体系，使
用智能慢病管理系统，对每个接受管理的慢性病人健康状况进行
实时监测评估。打造健康便民体系，通过“掌上医院”智能便民服
务平台，实现多机构、多院区和分时段统一预约挂号、支付等功
能。打造智慧公卫体系，建设“智慧疫苗”系统，实现免疫接种智
能化管理。打造智慧医疗体系，将医大一院大东医院建设成智慧
互联网医院，构建诊前、诊中、诊后智慧应用，让“信息多跑步，患
者少走路”。

关键词：养老
打造“三位一体”养老模式 做大品质养老

在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今天,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
颐养,已成为每个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那么如何养老?如何让老
人们的晚年生活得到很好的照料?大东区以“党建红”引领“夕阳
红”，打造“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养老模式，以河畔社区
为试点，打造特色的10+N居家养老服务；将养老服务机构与社区
深度融合，充分满足不同人群养老服务需求。同时，大东区公办社
会福利院确保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老人集中供养率实现100%。

在河畔社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引入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承接社区养老服务站的工作，通过打造“家门口”的养老院，在国家
规定的“六助”服务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河畔特色的10+N居家养老
服务，仅三个月的时间，已为社区400多位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累
计达4000余人次。

奋进为了可爱的沈阳！奋斗为了美好的明天！大东区不断深
化“两邻”理念的探索实践，打造更多践行“两邻”理念的生动场景，
全力推进沈阳市“两邻”基层治理走深走实。

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迸发，大东热土，生机无限。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沈阳市大东区时代公园。 本版图片均由大东区供图

大东区：汇聚民生“邻聚力”
跑出社会治理“加速度”

2022年是沈阳市大东区基层治理进行“两邻”理念
生动实践的奔跑年，“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不断
在大东区130个社区（村）向下扎根，生发……

今年，大东区结合“振兴新突破、我要当先锋”专项
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加强文化凝聚，强化民生保障，引
领75.5万大东人深入践行“两邻”理念，年底前130个社
区和村屯将实现“两邻”基层治理全覆盖，不断提升基层
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志愿者到居民家里了解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