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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阵地，红色引擎衔接公共服务

去年起，姑苏区一体推进区委党校、区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面积约5100平方米，
为党员干部人才培养、群众服务提供阵地
支撑。姑苏区党群服务中心紧紧围绕“支
部建在网格上、阵地建在家门口、服务做到
心坎里”建设而成，与区委党校、市民文化
活动中心、美术馆等公共服务相衔接，设置
党建展示空间、政治信仰空间、初心驿站、
姑苏IP小站、红悦书房等功能区。姑苏区
委党校新址位于姑苏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
大楼南裙楼，是集“政治训练、教育培训、会
议承办、党群服务”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场所。

未来，市、区两级城市基层党建学院将
依托党校、党群服务中心优质资源，推进课
程体系、师资队伍打造，把城市基层党建学
院打造成为推广党建工作经验、培育党务干
部队伍、促进党建作用发挥的动力引擎。

凝聚合力，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作为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试点项目，去
年9月，福星小区环境改善提升改造工程正
式开工。在改造过程中，社区党委组建临时
党支部协调解决工程推进中的困难，及时吸

纳居民意见建议，将好点子融入到改造工程
中，实现了服务群众零距离。

基层党组织不断推广建立临时党支部、
统筹推进改建管、发动居民“事前议”“事中
管”“事后评”，现场，《姑苏区党建引领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指引》正式发布，将党组织作
用发挥在老旧小区改造全过程，凝聚改造合
力、提升改造成效。

今年以来，姑苏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三亮三优一满意”活动，在169个
社区推进实施“连心先锋”等637个社区党
组织为民服务项目，解决一大批居民群众
的小事、难事、急事。当前，姑苏区积极探
索延长社区服务时长，试点社区周末开放，
方便居民办事，并积极链接市、区机关部门
资源力量，统筹社会服务力量，增强为民服
务的实效性。活动为首批“周末社区”代表
授牌。

为扎实推进“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深
入落实保护区、姑苏区“社情民意联系日”制
度和“根系工程”方案，发挥机关在职党员在

“百日攻坚计划”“一年冲刺系列行动”中的
表率作用，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机关党员“先
锋聚力、一线攻坚”行动，全区各级机关部门
将全力开展“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润苗’行
动”等50个攻坚项目。

共建平台，“红韵系列”建设“伙伴
计划”发布

最近，金阊街道开展了“遇见海棠遇见
爱”系列活动，评选十佳“海棠寻访点”，挖
掘社区党组织为民服务、民生小事快速处置
等项目，展现为民服务实效。经过居民投
票，民国风情小巷敦仁里、“C-HOUSE”党
群服务快闪店等点位荣获十佳“海棠寻访
点”称号。

近年来，姑苏区深入实施“千朵海棠·花
开姑苏”工程，形成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半小
时辐射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15分钟辐射
圈”，邻里红韵、小巷红韵“5分钟辐射圈”。
为进一步扩大“红韵系列”载体建设覆盖
面，壮大党建“朋友圈”，现场，“红韵系列”建

设“伙伴计划”正式发布。各单位将充分发
挥各自技术、人才、资金方面的资源优势，积
极参与到姑苏区“红韵系列”建设中，搭建起
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共建平台，不断提升
建设成效。

在古城保护和提升实践创新的工作基
础上，为进一步加大经验提炼总结力度，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成果，姑
苏区委党校将借助外脑外力，与苏州市委
党校、苏州干部学院、苏州石湖智库开展
科研协作、本土课程协同开发、资政研究
等合作项目。现场，姑苏区委党校合作项
目正式签约。

通讯员 顾婧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周晓青

“支部建在网格上、阵地建在家门口、服务做到心坎里”

姑苏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校新址启用

“你好，我想报名成为防
疫志愿者。”8月13日，苏州工
业园区胜浦街道吴淞社区志
愿者报名处，78岁的老党员张
木火一笔一画在报名表上写
下自己的名字。作为吴淞社
区一支部的党员，当他看见自
己支部成员参与到防疫工作
中来，党员的使命感油然而
生，主动报名要求值岗防疫。

周晓斌

胜浦街道吴淞社区：
支部带头筑起抗疫防线

处暑有“出暑”之意，意即暑热离去。
走过处暑，“秋老虎”便不再可怕，处暑的到
来，意味着夏季向秋季的转换，“早晚凉”的
特征会越来越明显。8月18日，苏州姑苏
区白洋湾街道南山社区的老苏州何爱华准
备了一桌处暑美味，吃鸭肉、啃菱角、喝酸
梅汤，传承民俗，快乐迎秋。

处暑时节，气候燥热，“夏打盹”和“秋
乏症”会在这一时期出现，尤其是一天中的
午后，很多人往往会感觉到疲乏无力，这时
候就要准备一道开胃润燥的美食——鸭
子。老鸭味甘性凉,做法也五花八门，有白
切鸭、柠檬鸭、烤鸭等。在白洋湾地区，这
里的老苏州会做百合鸭作为处暑的开端。

“处暑的百合鸭要精选当季的百合、莲
子、陈皮等养肺生津的食材来调制老鸭，这
样煮出来的鸭肉味醇鲜美，芳香可口。”何
爱华介绍说，自己每年都会在家做百合鸭，
做好了还要送给邻居品尝，这就是俗语中
说的“处暑送鸭，无病各家”。

菱角8月落柄，处暑时节正是采菱角
的好时节。此时菱角结实正旺，有红的、有
青的，漂浮在水面之上。菱角除了简单的
水煮，还可以剥壳，搭配其他食材做成甜品
或菜肴。当天，何爱华分享了盐水菱角、糖
梨菱角和荷塘小炒等多种做法。

她告诉孩子们：“这个是菱角茎，菱角
就长在茎叶上，这个茎经过处理，可以凉拌
着吃，白洋湾地区的老苏州一到菱角上市
了，都会买菱角茎，凉拌后爽口开胃、清热
解毒。”随后，她将孩子们剥好的菱角进行
加工。何爱华自创了一道甜品，鲜嫩嫩的
菱角配上鲜甜香脆的梨，加上一点冰糖，炖

一锅糖梨菱角。煮熟后的菱角有点糯香
松软的口感，自带一股清新淡香，配上糖
水，口味沁人心脾。

秋季天气开始干燥，易上火，可多吃
点酸味来润肺收敛。何爱华家的酸梅汤
不是市场上现成买来冲泡的，而是将乌
梅、山楂、橘皮、甘草等材料用冰糖精心熬

制而成的。她先将乌梅、山楂、橘皮、桑葚、
甘草等材料冲洗干净，为了防止材料煮散
后影响汤的清爽，把所有材料装入纱布
袋。锅中加入清水煮沸，加入冰糖，文火慢
炖30分钟即可，放凉后撒上桂花，酸酸甜
甜，开胃又消暑。 通讯员 沈瑜红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周晓青

处暑即将来临
老苏州自创“糖梨菱角”防“秋燥”

孩子们剥菱角

“苏州模式”长护险
实现两个全覆盖

7月28日，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振一率队对该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
情况进行视察，督促和推动长护险制度不
断完善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为
深化医疗保障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作出贡献。

据悉，苏州是国家长护险首批试点的
15个城市之一。2017年6月，苏州市正式
颁布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实
施意见》，同年10月1日起全面开展施行
长护险制度。四年来，按照全民覆盖、多
元筹资、保障基本的原则，积极探索、科学
设计、分步实施，基本建立起长护险保障
范围、参保缴费、待遇支付等政策体系，逐
步探索出长护险“苏州样本”。截至目前，
已全面实施长护险制度，实现所有区域、
所有参保人员“两个全覆盖”。截至2021
年5月底，大市范围累计符合享受长护险
待遇评定6.8万人次，累计待遇支付6.8亿
元，有效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
担。苏州长护险工作被苏城百姓评选为
年度“十大民心项目”之一。

陈振一表示，要加大探索创新力度，
着力破解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适时总结提
炼好的经验做法，做到政策研究和实践探
索相结合，加快形成长护险的“苏州模
式”，为顶层制度设计贡献苏州智慧。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剑钧

8月18日上午，苏州姑苏区举行“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暨
党群服务中心、党校新址启用仪式。活动现场发布了《姑苏区党建引领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指引》，苏州市城市基层党建学院、姑苏区城市基层党建
学院、姑苏区行政学校同时揭牌，姑苏区委党校合作项目正式签约。苏州
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朱民，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陆新，苏州国
家历史文化保护区党工委书记、姑苏区委书记方文浜，市委副秘书长祁立
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周春良等领导出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