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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阴有雨夹雪，南风转北风2～3级，-1～2℃ /
18日，阴局部有小雪，东北风2～3级增强至3～4级阵风5～6级，-4～2℃ /
19日，阴，东北风2～3级增强至3～4级阵风5～6级，-5～2℃

淄博1月16日讯 今天，淄
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
全市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情
况新闻发布会，邀请淄博市应急
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于鹏就
相关情况向社会进行新闻发布，
淄博市应急指挥保障服务中心
主任李新科回答记者提问。应
急救援站经过三年全力推进建
设，已实现快速接警响应、快速
救援处置和小灾自救、大灾增
援，彻底打通应急救援“最后一
公里”。

为切实增强基层应急处置
能力，快速提升应急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2020年

12月，淄博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淄博市社区应急救援站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要求利用三年时间，建设应急救
援站294个。截至2023年底，淄
博市累计建成救援站308个，提
前并超额完成了三年行动建设
任务，配备救援人员2123人、救
援车辆260辆。共出动救援人员
1600余人次，解决群众应急问题
860余件。

为更好推进救援站建设，淄
博市应急管理局创新工作理念，
探索实行社区与党群服务中心、
小区物业公司、消防救援机构、
社会救援队伍、相关企业单位等

联合建站模式，强化机制制度、
物资装备、人员体系、运行管理
四项建设，全力打造“安全巡查、
宣传培训、应急救援”三位一体
应急管理“新引擎”。

其中，物资装备方面，规范
应急物资装备的种类，分为防汛
和防溺水类、防火和防爆类、破
拆工具类、通信器材类、单兵救
灾装备类5大类、30多个品种应
急物资。人员体系方面，要求一
级救援站组建10人以上、二级救
援站组建6人以上、三级救援站
组建4人以上的应急救援队伍。
同时，积极与淄博市城际、蓝天、
红狼救援队等社会救援力量签

订保障服务协议，联合开展应急
处突和紧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
救援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
上、打得赢。

目前，应急救援站在群众自
救、专业救援、智慧救援等方面
能力方面大大提升。应急救援
站报警系统包括分级应急管理
平台、社区居民用户端手机APP
和救援站消防员手机APP，在突
发事件发生时，利用手机APP软
件、各类传感器以及紧急手动报
警设施等途径及时报警，定位功
能能够及时调用人员和物资，实
现实时预警、快速响应。通过建
立完善的隐患上传、任务派发、

整改核查的闭环式工作流程，实
现隐患整治规范化，最短时间内
解决基层单位应急事件，将居民
的“自救”、邻里社区等基层单位
的“共救”与政府的“公救”有机
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灭早打
小”，最大限度地预防基层应急
事件发生，降低基层应急事件造
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另外，应急救援站建设被评
为淄博市第三批“有解思维”工
作案例，并荣获淄博市委改革办
2022年度优秀改革成果三等奖。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马斌

淄博已建成308个基层应急救援站
提前并超额完成三年行动建设任务

淄博升级建设“双线一体”“矩阵式”帮办服务模式

智能化帮办助力提升基层人社服务水平

淄博1月16日讯 人社服务
关系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今天淄博市政府新闻办组织
召开的“智能化帮（代）办服务体
系 助力基层人社服务能力提
升”新闻发布会上，淄博市人社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其打造的
智能化帮（代）办服务体系。

该体系对淄博市原有人社
公共服务渠道整合升级，建设了

“双线一体”“矩阵式”帮办服务
模式。线上服务主要包括“智能
机器人帮办”和“视频帮办”，线
下服务包括“亲情办”“村居办”

“社银合作网点帮办”“人社服务
大厅引导员帮办”等多种方式。

“集成办”实现一体化服务。
把网上办、手机办、视频办、自助
办等多种服务方式都整合在一
起，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办好人
社业务，真正做到“家门不用出、
一次都不跑”，点点手机就能办
理人社业务。

“AI帮办”提供智能导办服
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音
视频跟大家沟通，告诉其要准备
什么材料，要填什么表格，还能
检查材料是否齐全，表格填写是
否正确。通过智能化的服务，让
大家办事更简单、更省心。

“亲情办”解决特殊群体的
困难。提供了“亲情办”服务，只
要通过人脸扫一扫，就可以用自
己的身份账号关联绑定亲属的
账号，替亲属直接办理人社业
务，实现“一个账号，服务一个家
庭”。

“村居办”延伸人社服务触

点。通过手机实现了“村居办”，
让社区工作者、村居网格员以及
银行网点工作人员为群众提供
业务咨询、指导、代办等服务，在
家门口享受人社服务。特别是
对于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
体，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让社
区服务更贴心。

淄博人社帮（代）办服务体
系是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改善
人社服务的重要探索：让群众更
满意。通过提供方便快捷、贴心
周到、个性化的人社服务，让大
家办事更容易、更舒心，增强群
众对人社服务的信任感和认
同感。

在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环
节，淄博市人力资源考试测评中
心主要负责人介绍，部分高频人
社业务的办理权限已实现下放。

为向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便
捷、高质量的人社公共服务，淄

博人社部门实现了智能化帮
（代）办服务体系的“基层办”。

以前，人社业务都是在实体
大厅和网上大厅办理，而在基层
大厅，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大厅，
网络服务、人员配备和电脑设备
方面都不够到位，办理业务不是
很方便。现在人社部门将一些
高频人社业务（比如说生存认证
业务、社保查询业务，就失业登
记等）的办理权限放给基层网格
员、社区工作者和合作银行工作
人员，并把业务办理的功能放到
这些基层工作人员的手机上，通
过简单培训，让基层工作人员拿
着自己的手机为群众办理业务，
真正实现现场办公到社区、下基
层，让社区服务更贴心。

“智能化帮（代）办服务矩
阵”从哪里能下载使用？据介
绍，服务矩阵无需下载，搜索“温
暖淄博人社”，进入“温暖淄博人

社”小程序，点击屏幕最下方的
“帮（代）办”就可以进入到智能
化帮（代）办服务矩阵办理业务。

下一步，人社部门还会在
“爱山东”APP、电子社保卡APP
以及合作银行APP等上线“温暖
淄博人社帮（代）办专区”。同
时，人社部门会继续完善帮（代）
办服务体系的智能化功能，增强

“傻瓜相机式功能”，就是让群众
一讲就懂，一学就会，一按就通，
一照就行，简单、方便、快捷，提
供保姆式专员制服务。

针对一些农村老年人等特
殊群体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情
况，村居（社区）工作人员可以上
门或者指导有能力的亲属直接
通过自己的手机进行现场办理。
通过拍照、录入信息、即时办结，
办理完毕后直接告知办理结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文思

刘环植皮手术昨日顺利完成

淄博1月16日讯 “我感觉
到困了，我想睡觉了……”1月16
日上午8点30分，北大医疗鲁中
医院手术室内，随着麻醉科副
主任冯东将药液轻轻推入，之
前在医护人员给他拆除纱布的
过程中感觉到阵阵刺痛的刘
环，逐渐陷入昏迷，植皮手术随
即开始。

今天负责手术的两位大夫
分别是烧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春雷，和刘环的主管医生、烧
伤科主治医师朱俊晖。首先进
行的是右脚脚后跟内侧创口的
植皮手术。创口有鸡蛋大小，由
于部分肌肉组织腐烂，创口已经

形成一个深深的“坑”。王春雷
首先用碘伏对刘环右腿膝关节
及以下部分直至脚掌进行全面
消毒，然后用取皮刀从他的右腿
大腿上取下了两块皮肤，并将取

下的皮肤仔细分割成20块左右、
约0.5厘米见方的小块。与此同
时，朱俊晖也用手术刀对刘环腐
烂的创口部位进行认真的清创
处理，直至将腐烂的皮肤和肌肉

清理干净。随后，两位大夫合作
将此前处理好的小块皮肤一块
块移植到刘环的创口上，最后消
毒并包扎好伤口。

处理完右脚的创口后，两位
医生又将刘环左腿上的纱布解
开，给20余天前刚刚做完植皮手
术的左腿消毒并换药。由于上
次手术后，刘环急着出院，但回
家后自己换药不及时，且严重营
养不良，导致他左腿的创口恢复
得并不好。看着还不如成年人
胳膊粗的刘环的双腿，两位大夫
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刘
环两条腿上的创口都得到了处
理，他也逐渐从麻醉中苏醒。随
后，在昨晚就从桓台骑电动车赶
到临淄的姐姐刘青青和医护人员
的帮助下，刘环被推回了病房。

傍晚，记者又电话联系了刘
环。此时他已经被告知可以进
食，正在等待预订的饭菜送到病

房来。由于姐姐刘青青家中有
两个孩子无人照顾，他就告诉姐
姐打了止疼针后创口已经不疼
了，让她赶紧回家。

据了解，如果一切顺利，1—
2周后刘环就可以出院了。“孩子
十几天见不到我，想我了，情绪
也因此而不太好。我也很想儿
子了……”说到出院后，分别近
一个月的父子俩就可以团聚了，
刘环的语气中流露出些许期待
和兴奋。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晓明 王兵 通讯员
张静雯

1月16日上午8点05分，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手术室内，刘环静静
地躺在手术台上，等待手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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