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杨雨凝 通讯员 邵天赐

“阿姨，设备安装好了，以后家
里来人都能看得见。”最近，中国移
动普陀分公司网格负责人朱燕燕
与移动技术人员一同来到柴山岛，
为村民们上门安装“一户一线”千
兆宽带和“移动看家”摄像头。设
备安装好后，她又热情地为岛上的

老人们介绍“移动看家”摄像头的
各项功能，耐心演示基础操作流
程，希望老人们都能享受“数智生
活”。

“现在，移动5G通讯网络已经
全面覆盖了普陀所有有人居住的
岛屿，10个千兆小岛建设也已经
完成，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入
户进行设备安装。”在中国移动普
陀分公司实施的“千兆智慧小岛”
项目建设过程中，朱燕燕带领移
动网格装维团队赴普陀多个小
岛，实地调查走访、询问用户需
求、指导用户使用，“安装之路”一
路往东，到达东极。“她就像是老
人们的女儿一样，总有十二分的
耐心帮助老人了解智能服务。”东
极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说。

长期下海岛的工作，朱燕燕亲
眼见证了小岛的发展和变化，深刻

地了解到老人们的需求。朱燕燕
与团队成员挨村进行走访，开设
“银龄”培训课堂，尝试让广大海岛
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享受数字化
生活，带领岛上老年人跨越数字鸿
沟。通过手把手的教学，东极镇的
李阿姨渐渐熟悉了智能手机，并学
会通过手机下单，购买了一台她心
仪已久的按摩仪。“早知道智能手
机这么方便，我应该早点跟你们学
起来。”李阿姨欣喜地说。

这几年，朱燕燕参与了我区东
极未来海岛项目、白沙指挥中心
改造、白沙未来乡村改造等多个
重要移动服务项目，也一路见证
了各个小岛“改头换面”的历程。
“这几年，我们立足海岛特色，打
造了“东极?未来海岛”样板，运用
VR、5G、云服务等信息技术，还引
入了东极旅游虚拟全景地图，让

游客们全方位畅享东极美丽风
光。”朱燕燕对参与实施的改造项
目如数家珍，移动智能化服务随
着他们的脚步被推广到海岛各
地。

经过朱燕燕及团队持续不断
的努力，如今东极民宿餐饮业信息
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在“东极?
未来海岛”样板中的“民宿数据分
析”后台，可清晰显示各岛屿民宿
数量、包括民宿订单来源、民宿入
住维度、本月入住人数等信息。

“以后我们还会不断扩大服务
种类，创新业务形式，蓄力打通‘海
岛服务最后一公里’。”朱燕燕说。

朱燕燕 用心服务 助力海岛“数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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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雨凝 通讯
员 叶姿含）“阿姨，我先扶您坐起
来，慢慢起，不用使劲。”在普陀天
颐老人之家，持证养老护理员郭小
燕每天都会给老人们接热水、擦拭
身体、做康复训练、清理房间，专业
的手法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受到机
构内老人们的称赞。“服务相当周
到，给我们照顾得清清爽爽。”71
岁老人唐位元笑着说。

“在学习培训时，老师会教我
们怎样跟老年人沟通，如何为老人
更换衣服等。”郭小燕告诉记者，专
业养老护理员考试包括专业知识

和实操，通过系统学习专业的护理
知识，她对为老服务方面有了更全
面的认识，与老人沟通和进行实际
护理时也懂得了更多的方法和技
巧。

目前，在我区，像郭小燕一样
的持证养老护理员共有 354人。
近年来，区民政局坚持“培训+培
养”的原则，持续推动养老护理员
队伍建设扩面挖潜，面向养老服务
机构、社会组织、志愿者、家庭照护
需求者等组织，开展养老护理员集
中培训考证。今年8月初已完成
第二批初级养老护理员培训及考

试工作。“我们还将通过送技上岛、
结对帮扶等形式，不断提升我区养
老护理员专业服务技能和持证
率。”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区村（社）助餐、配送餐覆盖
率达到75%，老年人们不出门就能
吃到热乎饭。幸福食堂新街店的
负责人丁霞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
配送范围已经覆盖到沈家门荷外、
教场等区域。此外，“幸福食堂”还
会根据老人们不同的需求，调整餐
食配菜配料。

“他们一般上午10点15分左
右肯定送到了，我年纪大了，不会

烧菜做饭。”由于子女在外工作，家
住沈家门泗湾社区的竺阿姨夫妇，
从今年1月份起，就开始在幸福食
堂订餐。“饭菜很好，每餐会换，营
养荤素搭配非常好，幸福食堂的工
作人员服务态度都非常好，我们很
满意。”竺阿姨笑着说。

此外，我区村（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也提供配送餐服务，
区民政局正积极构建“区级+镇（街
道）+村（社区）+幸福食堂”四级联动
体系，明确加盟“幸福食堂”准入标
准、就餐优惠补贴标准等，有效扩大
居家养老服务和就餐服务供给。

我区多措并举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着力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指数
垃圾分类既

有利于通过资源回
收促进循环经济，
又有利于通过垃圾

减量优化城市环境，因而是件利国
利民的大好事。然而，垃圾分类在
具体操作中又存在诸多困难和问
题，这无疑也是对管理智慧和服务
能力的一场考验。近段时间，我区
87个小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
陆续安装AI智能面板，实施垃圾
分类智能一体化管理，更好地以智
能化彰显人性化。

垃圾分类对于城市而言无
疑是一种管理措施，而在具体实
施中却应最大程度地体现便民
利民，要寓管理于服务。从某种
意义上说，便利化程度直接决定
着垃圾分类的实际成效。小区
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安装AI智
能面板后，人们可选择刷卡扫

码、人脸识别、输入手机号等任
一方式进行投放，可谓“总有一
款适合你”。同时，在非投放时
间段，业主也可通过刷卡等方式
进行投放，这样既能照顾到一家
一户的特殊情况，又可避免乱丢
垃圾现象。

令人欣喜的是，部分小区还
安装了智能回收设备，让“垃圾
小屋”成为微型收购站。市民将
织物、纸类、金属、塑料等可回收
物相应投放后可获得积分，然后
凭积分到小区周边的一些商铺
兑换商品。在促进资源利用的
同时增加居民的“外快”，可谓皆
大欢喜。

可以相信，只要坚持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以存在问题为导
向，不断通过智能化彰显人性
化，利国利民的垃圾分类必定会
渐入佳境。

垃圾分类以智能化彰显人性化
□大力

本报讯（通讯员 鲍佳乐 记者
杨雨凝）为进一步提高群众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意识，保护群众“钱袋
子”不受侵害，近日，白沙岛管委会
组织工作人员、村网格员等走村入
户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活动中，宣传人员面对面向群
众讲解刷单诈骗、信用卡诈骗、冒充
诈骗等常见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及近

期出现的“百万保障”“惊喜盲盒”等
新型诈骗案件和作案方式，提醒大
家在生活中不要贪图便宜，不轻信
来历不明的电话及短信，不随意向
陌生人转账、汇款。此外，活动还通
过电子屏播放反诈宣传标语、悬挂
横幅、在银行业务窗口摆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反诈知识，营
造了浓厚的反诈氛围。

白沙岛管委会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守护好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杨叶梅 通讯员
陈戚波 谢梦惜）近日，区社会治理
中心成功调处一起海上人身损害
责任纠纷。

据悉，河南籍船员汪某经我区
某中介公司介绍，到台湾籍渔船上
从事南太平洋金枪鱼捕捞作业。
2021年11月15日，在进行捕捞作
业时，该渔船发生火情，汪某不幸
被烧伤。随后汪某被紧急送至国
外医院治疗，半年后又转至国内医
院，直至2023年3月11日出院。

今年4月23日，经武汉平安法
医司法鉴定，汪某全身有一处六级
伤残，两处九级伤残，两处十级伤
残。此后汪某与中介方就赔偿问
题多次协商，但因所涉赔偿标准不
一，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9月
28日，汪某来到区社会治理中心申
请调解。

“该纠纷的难点在于赔偿标

准的参照，涉事船只是台湾籍的，
赔偿标准跟我们浙江差别较大。”
区社会治理中心调解员陆胜品介
绍，“原则上来讲，该纠纷应由涉
事船只管辖地来调处，但当事人
需来回奔波，程序也相对复杂。
我们坚持以为群众办实事、为企
业分忧的原则，且涉事中介公司
为我区企业，自愿作为主体方参
与调解，由此为调解工作打开了
一扇窗”。

调解期间，调解员采取背靠背
及电话沟通的方式，分别与船员汪
某、船公司代表、中介公司进行交
谈，释法明理，理清法律关系及相
关规定的赔偿金额标准，并对赔偿
金额进行合理折中，取得了各方当
事人的一致认同，各方当事人当场
表示愿意遵循相关法律签署调解
协议，并最终以137万元的金额达
成赔偿协议。

区社会治理中心成功调处一起海上纠纷

主动作为办实事 服务企业解民忧近日，桃花镇塔湾村多家酒店、
民宿经营者来到桃花镇敬老院，看
望慰问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并送上
爱心物资，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
怀和温暖。为让更多人参与到爱心
行动中来，桃花镇积极培育公益志
愿组织和服务团队，实施老年人点
单、照料中心理单、志愿团队领单、
老年人评单的“四单制”服务，今年
以来已累计发放救助金372.8万元。

（通讯员 孙洁 记者 王梦倩）

太师椅、祖先画像、红木书橱、
朱金漆木雕家具……日前，桃花镇
中心学校组织学生们走进桃花岛海
岛民俗风情馆开展民俗体验活动，
通过沉浸式育人课堂让学生们感知
历史、认识文物、体验非遗，进一步
推动青少年历史文化知识科普教
育。
（记者 谢骋 通讯员 钟林男 贺启梦）

本报讯（记者 胡晓 通讯员 范
超超）为全面提升我区新建工程项
目农民工管理水平，近日，区人社
局通过微信平台举办2023年度下
半年新建工程项目劳资专管员“开
工第一课”专题网络直播课。

直播课上，区人社局工作人员
聚焦企业用工和劳动者就业过程
中对相关政策“不知道、不了解、不
掌握”等难点痛点问题，详细讲解
了农民工工资支付台账建设和工
资监管平台运用操作方法。劳资
专管员们在评论区积极互动提问，

工作人员通过实时解答，帮助他们
进一步厘清岗位职责，全面落实项
目的“浙江无欠薪”六项制度。本
次课堂吸引了80多名劳资专管员
参加。

下一步，区人社局将继续深入
开展“开工第一课”活动，持续强化
劳资专管员队伍建设，推动根治欠
薪工作由“政府管”向“一起治”迭代
升级，并依托“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
大解题”活动，实现“服务送上门、业
务办到点、问题查到位”，切实巩固
我区根治欠薪成果“长效堤坝”。

新建工程项目劳资专管员专题网络直播课举行

强化源头治理 防范欠薪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