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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金凤

“王奶奶家的灯晚上没亮，会不

会是生病了？”“陶阿姨家的窗帘早上

没拉开，会不会是摔跤了？”……西藏

路街道援藏巷社区在开展日常巡查工

作中，对辖区独居老人进行细心了解

和观察。针对老人的居住现状，创新

推出“早看窗帘晚看灯”服务模式，将

落实八项规定精神融入为民服务的具

体行动中，以“小切口”推动民生服务

“大提升”，赢得居民一致赞誉。

“早看窗帘晚看灯”，是社区工作

人员、网格员及志愿者组成的“看望小

分队”每日开展的一项特殊巡查工

作。这一服务模式的诞生，正是社区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摒

弃形式主义，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主动

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的生动体

现。清晨，队员们留意独居老人、行动

不便居民家中窗帘是否拉开，判断老

人是否正常起床活动；夜幕降临，观察

窗户灯光是否亮起，确认居民是否平

安归家。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工作人员

会第一时间上门查看，及时提供帮助，真

正做到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

77 岁的马阿姨家住藏鑫物流物

资小区平房，由于平时子女工作忙，老

人感觉身体还好，不想给子女添麻烦，

便选择一个人居住。社区“看望小分

队”除了每天查看窗帘和亮灯外，还会

陪马阿姨唠嗑解闷，帮忙清扫家里卫

生。家住粮食局家属院平房 71 岁的

陶阿姨，生活能够自理，每天坚持在院

子里走路锻炼、自己买菜做饭，即便这

样，她们仍坚持通过“早看窗帘晚看

灯”相互传递信息。

“社区工作人员隔三岔五就来看

望我，看看我身体怎么样，问我吃了什

么饭、有没有需要代办的事务，陪我聊

天解闷。有了她们的守护，心里踏实

多了。”居住在物资小区南院 86 岁的

王阿姨说。

除了安全监测，社区以“早看窗

帘晚看灯”服务为基础，进一步贯彻八

项规定中“切实改进服务群众方式”的

要求，延伸服务内容。建立特殊群体

档案，定期上门走访，提供代购生活用

品、代缴水电费、心理疏导等贴心服

务；组织邻里互助活动，鼓励居民互帮

互助，构建温馨和睦的社区氛围。这

些举措有效提升了服务精准度和群众

满意度，让独居老人感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关怀与温暖。

服务群众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援藏巷社区负责人表示，“早看

窗帘晚看灯”虽是一个小小的举动，

却搭建起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连心

桥”，社区处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要时刻留意群众的任何细小、细

微的事情，实实在在将辖区居民群众

的安危冷暖放在心里，落实到每一个

脚步中，让“服务群众”四个字更有温

度、更暖人心。

“早看窗帘晚看灯”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记 者 夏

静）近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农村牧区假

冒伪劣食品专项检查行

动，切实保障农村牧区

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

全，维护市场秩序，提升

食品经营规范化水平。

此次检查范围包

括农村的小超市、食品

经营店、校园周边食品

摊点、小作坊、食品小

摊点、农村集市、食品

批发市场等各类食品经

营场所，集中对粮、油、

肉、蛋、奶、蔬菜、水果、

调味品、糕点类食品等

群众日常消费量大的食

品进行全面排查，重点

打击生产经营添加非食

用物质食品、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未经检

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

格的肉类、宣称保健功

能或特殊医学用途的普

通食品、三无食品、山

寨 食 品、商 标 侵 权 食

品、劣质食品、过期食

品、仿冒食品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严

查原材料采购、索证索票、明码标价、临

期食品处理等环节。

执法人员深入农村牧区，认真核对

食品的主体资格，仔细查看食品的标签

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确

保食品来源可追溯、质量可控制。同

时，排查食品经营主体资质是否合法、场

所环境是否干净整洁、分区布局是否合

理避免交叉污染、防护设施设备及食品

经营过程控制是否合法合规、食品经营

者是否依法开展食品安全自查、是否建

立规范完善的台账等。同时，积极宣传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督促食品经营户严

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做到诚

信守法经营，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讲

解典型案例和警示违法后果等方式，提

醒群众增强防范意识，督促经营者增强

守法经营意识。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要求相关食品经营单位立行立改，并

对违规经营户进行教育，引导规范经营。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开
展
农
村
牧
区

假
冒
伪
劣
食
品
专
项
检
查
行
动

□ 记者 景桂珍 马颜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的

记忆与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瑰宝。近年来，市职业技术学校深挖

“蒙古族刺绣”“掐丝珐琅”两项具有

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将其纳入社团

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

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职业技能提升

的“双向奔赴”。

5 月 14 日，市职业技术学校正在

开展一场社团活动。在刺绣课堂上，

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学习刺绣技艺，刺

绣老师一边指导学生针法和接线要

领，一边查看学生刺绣的针脚和色彩

搭配。学生们时不时提问，课堂气氛

活跃。在掐丝珐琅工作室，同学们认

真地弯折拼接金属丝，小心翼翼地将

彩色的珐琅釉料填充到金属丝勾勒

的图案中，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

通过传统技艺的学习，不仅丰富了学

生的课余生活，更让他们在实践中感

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学期学校共开设了 18 个社

团，聘请了本地非遗技艺传承人每周

进行两个小时的现场教学，让感兴趣

的师生报名参加。”职校团委书记仓

都尕才让告诉记者，今年学校首次将

蒙古族非遗刺绣技艺和掐丝珐琅技

艺纳入学生社团，一经推出便备受学

生欢迎。

学生社团成为非遗传承的“活态

课堂”。非遗传承人以面对面指导、

手把手教学的方式，让学生沉浸式感

受传统技艺的魅力与精髓。“三月份

开始，我被聘请到职校进行蒙古族非

遗刺绣技艺的现场教学，这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名非遗传承

人，我很愿意将自己所学传授给更多

的刺绣爱好者。同学们心灵手巧，学

习能力很强。”蒙古族服饰技艺省级非

遗传承人吴英一边展示着学生作品一

边说，“目前他们已掌握锁针绣、绕针

绣等基础针法，后续还将解锁更多复

杂技艺，希望这份文化瑰宝能在年轻

一代手中薪火相传。”

“我的奶奶是刺绣爱好者，受她

影响我加入了学校的刺绣社团。刚

开始感觉刺绣非常难，但是在老师的

细心教导下，我慢慢学会了锁针绣和

绕针绣，以及一些色彩搭配技巧。现

在我可以给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荷包

挂饰，这让我非常开心，以后还想继

续多学一些别的针法。”学生马燕芳

自豪地说。

非遗传承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文化工程。市职业技术学校通

过社团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

活，更培养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增强了

学生民族自豪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校园中绽放光彩。

学生正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刺绣技艺和掐丝珐琅的学习中。

记者 景桂珍 摄

让非遗技艺在职校社团中绽放新彩

（上接一版）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

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

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

务求实效。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

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

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

实现弊绝风清、海晏河清。

文章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没有完成时。制定实施中央八项

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

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

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

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

引领社风民风。我们要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这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

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党

员、干部增强定力、养成习惯，以优良

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