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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在在社社区区居居委委会会里里
享受社区关爱，十亩园智力残疾人张小玲学会融入社会

22001155年年度度社社保保个个人人权权益益记记录录单单本本月月送送达达
如遇少报漏报，可作为维权证据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周
国芳 通讯员 夏天 邱浩）

13日，齐鲁晚报记者从济南
市社保局获悉，2015年度社会
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自上月起
已陆续向参保单位发送，成功
登记发送地址的参保单位将陆
续接收到本单位在职职工的个
人权益记录单。

在参保职工的《社会保险
个人权益记录单》上，不仅记录
了参保单位和个人缴费情况，

还记载了参保人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的情况。用人单位或个人
如对权益记录单印制、发送有
疑问，可致电客服：82672900
查询。权益记录单送达情况可
通过http://www.ems.com.cn
进行查询。

据了解，免费寄送《社会保
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是贯彻落
实《社会保险法》有关政策的重
要举措。本年度，市社保局将免
费为2 . 7万单位，累计91万职

工发送权益记录单。未登记发
送地址的单位以及灵活就业人
员、自由职业者的个人权益单
由缴费管理单位（代征机构）到
所在社保机构拷贝电子版。

济南市社保局工作人员提
醒，各用人单位签收领取后应
及时将《个人权益记录单》发送
给个人，并指导其进行对账。参
保人员应认真核对，确有疑问
的，由用人单位汇总后向社保
经办机构提出记账确认申请，

社保经办机构将据实反馈。
发送权益记录单，不仅便

于参保人及时了解社保缴费情
况，同时也对单位是否按时、足
额缴纳社保费进行了监督，降
低了维权成本。同时，通过权益
记录单对社保经办机构管理、
服务水平进行社会监督，也是
社保信息公开的一种方式。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六十
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
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
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

因此，参保人收到《社会保
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后，应根据
个人工作和收入情况认真核对
缴费情况，对于用人单位存在
少报、漏报缴费基数等违法行
为的，可将权益记录单作为证
据，及时维护个人权益。

张小玲是十亩园社区的一名智力残疾人，虽然在与人交流上
存在障碍，但她对社区却“情有独钟”。她通过社区融入社会，在社
区大家庭的包容下，感受来自社会的关爱。

本报记者 许建立

社区百名残疾人
她是个“特例”

每天上午 9 点左右，卢阿
姨带着张小玲（化名）出门散
步、买菜或者专门去家门口的
居委会里看看。年近七旬的卢
阿姨是张小玲的母亲，退休后
专心在家照顾女儿。在卢阿姨
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
儿。

今年40多岁的张小玲同
妈妈外出时，总是牵着妈妈的
手，说说笑笑地紧跟在妈妈身
旁，只是因为智力的问题，张
小玲和正常人显得不同。

在社区残疾人档案中，张
小玲被登记为“智力二级”。根
据智力残疾分级，智力二级表
现为适应行为差，生活能力差，
需要他人照料；运动、语言发育
差，与人交往能力也差。由于智
力原因，张小玲至今未婚，常年
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由父母照
料她的日常起居。

张小玲是十亩园社区居委
会一位特殊的常客，没事时去，
有事时更要去，只要条件允许，
她每天会喊着卢阿姨去居委会

“报到”。“小玲这些年像‘长’在
居委会一样。”十亩园社区居民
王女士调侃道。

和其他残疾人不同的是，
张小玲喜欢参加各类社区活
动，科普讲座、文化宣传等等，
在一些活动中，张小玲可以说
是老面孔了。社区活动虽然规
模小，但在大家的帮助下，发放
宣传单页、争当志愿者等事情
她还是力所能及的。社区宣传
栏的橱窗坏了，张小玲看见后
第一时间告知居委会；创卫的
时候跟着大家清理垃圾，美化
社区环境；居委会门口贴出了
通知，张小玲会让妈妈念给她
听，生怕错过什么活动。

6月底，十亩园社区举办
了一系列文艺演出，可由于家
里的原因，卢阿姨没能带女儿
到现场观看。几天后，张小玲来
到居委会，第一件事就是走进
十亩园社区居委会主任何建梅

的办公室，说想看看现场演出
的图片和视频。何建梅感慨地
说：“一直以来，十亩园社区以
最大的热情、最浓的亲情关爱
着社区内的残疾人群体。挂靠
在我们社区的残疾人有一百多
名。不过像张小玲这样的，还真
是特例。”

“迷恋”社区的事情
她状态好多了

说起女儿经常往居委会
跑，卢阿姨其实挺纠结。一方面
因为女儿“迷恋”上社区的事情
后，“感觉她的状态好多了”；另
一方面毕竟孩子异于常人，“一
去居委会，她就和人家说个不
停，影响人家的正常工作，我就
在旁边拽着她。说心里话，给社
区工作人员添麻烦了。”

2003 年卢阿姨退休后，便
每天寸步不离地陪着女儿，和
女儿一起外出，一起活动。“我
退休后有了足够的时间照顾女
儿，有时我就带着女儿一起去
听讲座，参加好玩的社区活动。
女儿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我发
现她对社区活动特别感兴趣，
对社区里的事很上心。社区里
的人对小玲非常包容，并没有
因为她的智力问题而疏远她，
而是努力关怀她，感谢社区对
孩子的包容和接纳，在参加社
区活动中，孩子感受到来自社
区的温暖。”卢阿姨感动地说。

对于张小玲来说，十亩园
社区里的街心花园是她每天必
去的地方。每天出门后，张小玲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心花
园，看看那里有什么社区活动。
街心花园紧邻历下文化中心和
解放路街道办事处，区、街道、
社区经常在那里举行活动，例
如消防、食品安全、趣味运动会
等等。卢阿姨说：“如果走到街
心花园，看到那里有活动，小玲
就会走过去向人家询问情况，
有时还想参与。我就在旁边陪
着，怕给人家带来麻烦。”

2005年，新建的十亩园社
区居委会在众人的期待中落
成。当时的布局，一楼是居民健
身室，可以打乒乓球、跑步，二
楼是十亩园社区居委会的办公

场所。何建梅回忆说：“那时候
小玲天天到一楼的活动室，跟
上下班一样，在旁边看别人玩。
居委会门口停放着大家的自行
车，小玲还能根据自行车判断
谁来了谁走了。”就这样，张小
玲渐渐把社区当成了第二个

“家”。“那一段时间，如果小玲
早上出门说去居委会，我就非
常放心。”卢阿姨说。

对于小玲来说
她们是最亲的朋友

“有一年下大雪，我们社区
志愿者们一起出门扫雪，我看
见小玲也出门了，在路上努力扫
雪，大家看了都很感动。有一位
居民还从楼上给她拍了照片呢，
小玲现在能有意识地为社区做

事，真是很不错。”何建梅说。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何建梅

印象深刻。2015年8月，十亩园
居委会举办社区邻里节，开幕
式上何建梅担任主持人。“我
在主持的时候，就注意到张
小玲想走上台来，大概是想
和我说说话吧，我在台上用
眼神示意她‘我已经看到你
了’。”何建梅说。在台下，卢
阿姨也是紧拉着女儿的手，
生怕她跑到台上去。“小玲和
居委会的人特别亲，对小玲来
说，她们是小玲最亲的朋友。”
卢阿姨感动地说。

张小玲也非常感念社区里
帮助过她的人，给她理发的彭
阿姨，一起跳舞的何阿姨，在社
区里见到她们，张小玲就跑过
去和她们说说话。

“社区里有很多残疾人，他
们需要来自社会的关心、社区
的关爱，作为基层的居委会，我
们不会放弃每一个人。社区的
包容是对他们最好的关爱。”何
建梅说。

张小玲在何建梅的办公电脑上看活动照片。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葛记者手记

不让任何一个残疾人掉队
管理就是服务，好的服务就是好的管理。这些年来，正是社区的关爱和包容让张小玲找到了久违

的参与感、归属感，也让她在社区建设和生活中没有“掉队”。
众所周知，残疾人由于智力、身体等方面的原因，在心理上容易和社会产生隔阂。社区作为百姓身

边最近的组织，便成为预防残疾人“掉队”的第一道防线。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这是社区工作的一
部分。只有做到以人为本，社区才能真正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第一阵地。

面对智力残疾人，社区工作人员以包容的心去接纳他们，很多居民参与到帮助残疾人的行动中，
让他们在社区中不再感到孤独。

感恩生活，虽然我们的帮助看似很小，但对于残疾人来说，这就是来自社会的关注和关怀。

张小玲参加社区组织的游园活动。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C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