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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
团岛社区志愿者陈岩干活不惜力，服务社区获点赞

陈岩参加
社区义务劳动。

□半岛记者 高晓飞 通讯员 张会
娟 报道

本报讯 为做好高层次人才引进
工作，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青创
新创业，市南区人社局紧紧抓住“第18
届中国青岛蓝色经济国际人才暨产学
研合作洽谈会”（以下简称“蓝洽会”）
机遇，积极组织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科
研院所和产业园区，开展海外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团队信息采集和项目
对接工作。
据了解，市南区人社局通过分析

市南人才大数据，对企业进行精准化
电话邀约和实地走访调研，共电话邀
约400余家，实地走访150余家，征集
海内外人才、技术合作项目需求共计
62个。通过充分的前期准备，本届“蓝
洽会”上，市南区共有15家企事业单位
与21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成功对接，其
中，9人为博士以上学历，12人为硕士
学历，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国
家，毕业于剑桥大学、纽约大学、加利
福尼亚大学等高校。合作项目涉及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等多个领
域，主要以技术合作、创业投资、人才
引进等形式进行合作。据悉，市南区人
社局还将通过海外引才引智工作站、
赴外招聘团组、人才网站平台等渠道
扩大招才引智影响力。

“蓝洽会”引进21名高层次人才
市南区人社局紧抓“蓝洽会”机遇，积极开展项目合作

□半岛记者 王一婷 整理

每年的11月9日为全国消防日，其
中的数字恰好与火警电话号码119相
同，不断为我们敲响防火警钟。目前正
值冬季，天气寒冷干燥、用电量加大，
火灾的各类诱发因素增多，居民们千
万别忽视隐患。对此，本报结合冬季特
点，整理出几大火灾主要来源。
一是各类火源。冬季，居民会采用

各类措施进行取暖，其中不乏隐患火

源。主要包括炉火、火柴、打火机等，极
易造成火灾。居民应尽量避免明火取
暖。
二是可燃物品。居民经常会忽略家

中可燃物品的存在，如衣物、被褥、家具、
室内装修材料等，一旦着火，瞬间即成燎
原之势，后果严重。居民要多检查家庭及
周边的防火环境是否安全。
三是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有些

居民将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存储在家
中，比如液化气、煤气、酒精、鞭炮等，
易引发燃烧、爆炸等。
四是家用电器。很多家庭中的电

器超负荷运行，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
短路、电火花引起的火灾。居民切记安
全使用电器，经常检查家中电器。

“119”消防日，冬季防火别忽视

□半岛记者 邓慧秀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八大峡街道居民熟

悉的社区法律顾问李京波很开心，因为
自己供职的山东汉通律师事务所，凭借
在青岛西部老年维权调解中心方面的
表现，被评为山东省“敬老文明号”。
据悉，青岛市老年维权调解中心

（西部）于2014年10月11日正式挂牌
成立，是由青岛市老龄办主办，青岛市
南区人民法院、市南区八大峡街道办事
处以及山东汉通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旨
在做好本市老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工作，
为老年人解答法律咨询，解决涉老纠
纷，化解社会矛盾。
据了解，自西部老年维权中心成立

至今，登记咨询以及接电话咨询约
1000余人次，调解各种纠纷20余起。有
些咨询者年事已高，耳朵听不见，值班

律师就在纸上写一句，让他们看一句，
无声的交流让老人们最终都心悦诚服，
明白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
性。对于居民委托的涉老案件，调解中
心都力争调解结案，争取和谐满意的结
果。
调解中心日常咨询地点位于台西

纬四路10号甲，每周一、三、五上午由
值班律师现场提供服务，维权热线
0532-82655215。
最近，为了树立老年人正确的法律

维权意识，使其在正确的法律意识引导
下，通过有效的法律行为，预防纠纷的
发生，拓宽老年维权服务渠道，增加服
务方式，调解中心正式开通了“涉老纠
纷调解室”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涉老
纠纷相关案例及咨询，拓宽了居民学
习、咨询的渠道。

成立4年来，服务上千人
青岛市老年维权调解中心（西部）开通微信公众号，居民可线上学习

□半岛记者 邓慧秀 整理

1、什么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是以全科医生为核心，以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支撑，通过签约的
方式，促使具备家庭医生条件的全科（临
床）医生与签约家庭建立起一种长期、稳
定的服务关系，以便对签约家庭的健康
进行全过程的维护，为签约家庭和个人
提供安全、方便、有效、连续、经济的基本
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居民如何与家庭医生团队进行

签约？居民或家庭可以自愿选择1个家

庭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协议
将明确签约服务的内容、方式、期限和
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及其他有关事
项。每次签约的服务周期原则上为一
年，期满后居民可根据服务情况选择
续约，或另选其他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鼓励和引导居民就近签约。
3、居民签约后能得到哪些服务？

居民在签约后，将享受到家庭医生团
队提供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约定
的健康管理服务。基本医疗服务涵盖
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
药，就医路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健康
管理服务主要包括健康评估、康复指
导、家庭病床、家庭护理、中医药“治未
病”服务、远程健康监测等。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您知道多少？

[ 卫计知识 ]

□文/半岛记者 邓慧秀
图/受访者提供

在团岛社区服务大厅进门右手边，
有一个学雷锋志愿者的岗位，岗位地方
不大，配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旁边墙
上挂着红色标识牌。每天在这个岗位上
出现的人叫陈岩，她今年65岁了。
陈岩个子不高，身形稍胖，笑起来温

和爽朗，让人如沐春风。因为位置特殊，
在大厅里，陈岩的位置就像个“分诊台”，
进门办事的人最先询问的就是陈岩，不
论是城市管理，还是民政事务，抑或是卫
计政策，陈岩都门儿清，她会根据居民的
咨询，指引他们去往相应的服务窗口，为
居民和工作人员都提供了便利。
其实，陈岩的身份不仅仅是学雷锋

志愿者。5年前，她就是社区的一名巡逻
志愿者了。每天，她都会准时出门巡逻，
后来，她又加入了社区自防队，成为了一
名自防队员，巡逻、指路、查找安全隐
患……一年365天，陈岩从未迟到早退
过，这也是让她无比自豪的事。“我老伴
儿很支持我工作，家务活都是他干，所以
我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参加社区活

动，为居民、为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岩说，言语间充满了对家人的感激。
虽然在家里陈岩是“十指不沾阳春

水”，但在外面，不管什么脏活累活她都
抢着干。说起干活，台西九院的居民李
馨对陈岩竖起了大拇指：“她干活一点
不惜力，不管哪个院，只要有义务劳动，
她都参加。”今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
间，台西九院开展了楼道卫生清理工
作，陈岩知道后，二话不说，拉起小推车
就上阵帮忙。“她戴着顶帽子，身后的小
推车上满满当当，脸上豆大的汗珠直
滴，但她依然笑嘻嘻的，真的很令人感
动。”李馨回忆道。
不仅干脏活累活是一把好手，陈岩

还有一双巧手。包粽子、做月饼、包饺
子……陈岩的巧在社区是出了名的，逢
年过节，她都会协助社区工作人员组织
居民搞活动，带头教大家做手工活。
在陈岩心里，她是把社区当成自己

家的，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而她也确
实是这么做的，勤恳踏实、任劳任怨、随
叫随到，陈岩的身上有很多标签，而她
的行动也让这些标签名副其实。

[ 港湾先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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