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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社区

威海投入654万改善“小巷总理”办公条件及待遇

居委会“蜗居”变成大房

无儿无女的九旬老人
成了北仓社区的“宝”

本报威海11月1日讯（记者
许君丽） 1日，记者从威海市民
政局了解到，为解决社区建设
“无人管事、无钱干事、无场所办
事”的难题，2008年和2009年，威
海市投入654万元用于改善居委
会办公条件和拨付居委会工作
人员生活补贴。

据了解，到2009年底，威海市
全市134个城市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总数达716人，比2007年增长
47%；居委会工作人员年人均生活
补贴达到2 . 6万元，比2007年增长
44%；97%的居委会办公和服务用
房面积达到或超过规定标准。

为解决“无人办事”的难题，

威海市实行从机关干部选派、面
向社会招考和从下岗职工、退役
士兵、大中专毕业生中选聘的做
法，选拔一批优秀工作人员，目
前，全市社区居委会成员平均
5 . 4职，45岁以下的占63%，中专
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0 . 2%。为解
决“无钱干事”的难题，威海市将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生活补贴
和相关养老、医疗等保险以及办
公经费纳入各种财政预算，并建
立自然增长机制。社区居委会办
公经费按照每千户每年不少于1
万元的标准拨付。各市区还设立
了不少于办公经费80%的社区专
项经费，用于社区居委会组织开

展公益性活动。为解决“无场所
办事”、“场所小办公”的难题，威
海市各市区通过调剂、购买或新
建等方式，确保了老城区社区居
委会办公和服务用房面积达到
150平方米以上，新建社区居委
会办公和服务用房总面积不低
于300平方米。

本报威海 11月 1日讯（记
者 吕修全） 家住北仓社区
西河街7号楼的94岁李竹卿
老人，无儿无女，无经济来源，
身体多病。多年来，住在西河
街 7号楼和附近的热心居民
们一直照料着李竹卿老人。
11月1日下午，记者在西河街
7号楼向居民了解情况时却
遭遇了“冷面孔”，热心居民们
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报道，大家
表示“都是邻居，互相照顾是
应该的。”

据北仓社区姚军书记介
绍，住在西河街7号楼的一位
热心居民、53岁的苗女士，自
2006年搬来就一直关心照顾
李竹卿老人。2008年8月的一
天，李竹卿老人在街上晒太阳，
不小心被过往车辆刮蹭，胳膊
摔伤了。苗女士闻知后，马上和
老伴联系车辆把老人送到市
立医院，挂号、拍片、拿药，忙前

跑后，一直陪伴老人左右。老
人在家中养病时，苗女士每天
到老人家中做饭、洗衣服，给
老人换药、做按摩，和她拉家
常、读报纸，直到老人康复。

李竹卿老人年龄大了，牙
口不好，不能吃硬东西，邻居
们在每次给老人送饭时，都会
把米饭、包子、菜肴等做得软
软的，送给她吃。

住在附近的一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居民告诉记者，李
竹卿老人年岁大了，附近的居
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派出
所的民警和部队的官兵都经
常来看望老人，帮忙打扫屋
子，收拾厨房，“谁去超市买东
西回来了都会专程给老人送
去老人合口的吃食。”

李竹卿老人告诉记者，自
己年龄大了，生活上多亏邻居
们照顾，她对邻居们表示很感
激。

600名老人 竹板舞迎亚运

为增进老年人身心健康，迎接亚运会的到来，10月29
日，乳山老年体协组织老年志愿者600人在东方广场打竹
板舞喜迎亚运。这些老年志愿者平均年龄60岁，最大的为
85岁。据了解，老年志愿者队伍自1990年成立以来，目前已
有千余人。 本报记者 刘洁 通讯员 任贤辉 摄

人口普查入户调查首日

俩普查员一上午登记8家

本报威海 11月 1日讯（记者
侯书楠 李彦慧） 11月1日是全
国第6次人口普查入户登记调查第
一天。上午9点钟不到，环翠楼办事
处东北村社区的普查指导员张淑
秋和普查员刘涛，身着工作服，佩
戴普查证，拿着人口普查表到居民
家里，开始登记调查。记者跟随她
们，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她们工作
的点滴。

眼看快到9点钟，张淑秋两人
来到公园路11号楼，要进行首家登
记调查。敲开101室大门，一位阿姨
探头而出。得知是来人口普查，阿
姨显得格外热情，这也打消了两位
普查员之前的忧虑。入户调查需要
居民出示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房产
证等相关证件，阿姨也毫不犹豫地
找来，不到10分钟，一张短表就已

填完。“短表要填18项个人信息，包
括姓名、、婚姻状况等。我们调查的
用户90%都是填短表，剩下10%要
填写长表。长表比较复杂，有45项
之多。”刘涛告诉记者。

1个多小时过去了，普查员遇
到了第一家需要登记长表的用户。
家住向阳街19号楼401室的刘玲
华女士正是普查员要登记的对象。
迎面而来的依然是一张笑脸，看到
这么多人来登记，正准备做午饭的
刘女士赶紧停下手中的活儿。普查
员刘涛跟刘玲华简单介绍了要登记
长表，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刘玲华表
示“没事，不耽误工夫”。接下来，两
位普查员按照刘玲华的户口本等证
件开始填表，遇到住房建筑面积、住
房间数、建筑层数、是否饮用自来
水、孩子的工作具体情况等问题，则

一一询问刘女士。刘女士也都耐心
回答。对于是否担心个人信息被泄
露，刘女士显得很放心：“这些普查
员都是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我相
信她们的工作。”张淑秋补充道：“我
们之前培训一直提到，普查员有责
任和义务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一
旦泄露，普查员要接受处罚。”而统
计局人口普查科的王淑清科长也给
出了官方的解释：“根据规定，普查
中获得的原始资料要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保存、销毁；对泄露或向他
人提供单个普查对象资料的行为
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普查员在
刘女士家里呆了近40分钟，最后刘
女士在长表下签了名，一份复杂的
长表才算填写完毕。

一上午，张淑秋和刘涛共调查
了8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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