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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余名英模义涌水城
以英模名字命名，聊城建成首批见义勇为英模工作室

李军 聊城报道

冠县以“大爱民政”党建引领
为抓手，持续巩固拓展省、市、县
模范机关建设成效，积极探索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模式，将兜
底救助保障与社会力量帮扶相融
合，推出“三级联动+志愿帮扶”暖
心服务模式，用心守护精神障碍
患者及家庭。

“平时可以散散步、玩玩游
戏，分散一下注意力，记得按时吃
药，相信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近
日，聊城荣心社工来到精神障碍
患者张青(化名)家中进行心理辅
导，这已经是她第十次来到张青

家中进行康复服务，在她的帮助
下，张青已经逐步从精神疾病的
后遗症中康复，重新寻找生活的
意义。“这个妹子特别亲切，每次
和她聊完，我都感觉心情很舒畅，
伤心的事情也就抛之脑后了。”张
青说。

精细化的社区康复服务得益
于政府投入和合力帮扶。冠县自
2023年实施“精康融合行动”，引
入专业社工服务，为辖区范围内
三、四级精神残疾人提供心理辅
导、行为矫正、用药训练、个人助
洁、社交就业等公益服务，帮助精
神障碍患者实现康复。聊城市救
助服务中心与冠县民政局开展支

部联建，派驻党员志愿服务队赴
镇街“如康家园”服务阵地提供有
效帮扶。截至目前，接受服务的患
者达到1220人次。“因为精神疾病
患者的行为举止有所不同，在社
会上时常遭遇歧视。出于保护的
目的，有时患者家属也会不让他
们参与社会活动，这些都不利于
他们的康复。”聊城荣心社工告诉
记者，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和其
所处环境，甚至是天气情况都有
所关联，因此精神障碍康复服务
就是要打造一个彼此平等、互相
尊重的环境，让患者互帮互助，参
与社交，从而重获信心、重获友
谊、再获就业机会。

患者李兵(化名)于2004年被
确诊为三级精神疾病，二十年来
病情反复，时常出现过激行为，总
是无法融入社会。年初起他开始
接触手工、社交训练、心理以及情
绪辅导等课程，经过半年多的康
复服务，逐步融入了集体，还交到
新朋友，性格也开朗了许多。经过
工作人员的评估，他现在已是一
名精康融合服务的志愿者，帮助
曾经和他一样无助的病友恢复健
康。“我觉得精神病人普遍有些自
卑，在这里我把一些好的情绪，家
庭的温暖传递给大家，和大家一
起战胜精神疾病，我觉得非常有
意义。”如今的李兵成为病友们身

边热心的老师，也有了一份能够
维持生计的工作，他感觉自己找
到了人生前进的方向。

自精康融合类社工服务项目
实施以来，冠县聚焦深化改革创
新和筑基提升，扛牢扛稳攻坚之
责，认真落实市委“三提三敢”要
求，先后投入30万元福彩公益金，
目前已覆盖125名愿意接受服务
的精神障碍患者。“下一步，我们
将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更加注重
精准施策，实现民生保障工作新
突破，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冠县民政局社会
事务科精康融合项目负责人崔培
滨表示。

以暖心服务守护精神障碍患者
——— 聊城冠县精康融合服务在行动

陶春燕 聊城报道

近日，聊城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共聊城市
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二级巡视
员郭新华介绍了全市见义勇为工
作有关情况。

聊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成立
于2012年6月29日，是地方性公募
基金会，由省民政厅登记管理，市
委政法委业务主管，今年3月选举
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基金会成
立以来，全市共登记在册见义勇
为人员704人，其中受到国家级表
扬3人、省级表扬49人、市级表扬
307人。

近年来，聊城市相继涌现出
了攀爬四层楼救下被卡男童的

“蜘蛛侠”杨元新；勇追4公里擒获
偷车贼的56岁农妇朱书香；冒着
熊熊大火冲进楼内救出被困小兄
妹的“浴火三侠”纪昌浩、靳斌、张

长谱；从十六楼跳下，接力救下被
困女童的贺安友、贺增涛等众多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一个个响亮
的名字，一个个勇敢的身影，一桩
桩感人的事迹，深刻诠释了见义
勇为的精神内涵，集中展现了聊
城儿女扶危救难、弘扬正气的时
代风貌。骑行中听到呼救声后毫
不犹豫跳入湖中，奋力救起溺水
女孩的吴青同志事迹感人至深。
经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推荐，光荣入选中央政法委“全
国见义勇为勇士榜”，为全市见义
勇为工作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充分发挥见义勇为英雄模
范的榜样力量，今年，聊城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以英模名字命名成立
了20处见义勇为工作室，引领带
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见义勇为工作
中来。这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被
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发布推
广。

综合运用集中表扬、专项表
扬、联合表扬、送奖上门和表奖到
岗等多种形式，褒奖见义勇为行
为和先进典型。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制定专门文件，将聊城人在外
地的见义勇为行为纳入表扬范
畴，及时进行褒奖鼓励，大力弘扬
见义勇为精神。

联合市文联、齐鲁晚报广泛
开展主题鲜明的宣传活动，举办
了全市见义勇为理论研讨会、“见
义勇为杯”文学作品征文大赛、

“感动聊城”—新时代最具影响力
的十大见义勇为人物(群体)评
选、我为见义勇为建言献策“金言
良策”征集等活动。加强宣传阵地
建设，在市文化活动中心建设聊
城市见义勇为文化广场。深入开
展见义勇为进社区、进广场、进校
园活动，感染和带动更多市民参
与到见义勇为事业中来。在全市
营造了“弱者有人扶、难者有人

助、危者有人救、恶者有人斗”的
社会正气，使“众擎易举·义涌水
城”成为靓丽的聊城名片。

常态化开展见义勇为人员医
疗救治、抚恤慰问、权益保护、困
难救助活动。对所有见义勇为人
员逐人建立档案，动态更新信息
库，及时了解掌握他们的思想状
态、工作情况和生活状况。加强动
态摸排，对出现重大变故和临时

性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及时实
施救助帮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
就业、医疗、社保、子女入学等难
题。创新开展见义勇为光荣之家
挂牌活动，对受到表扬的见义勇
为人员家庭挂“光荣牌”。目前，全
市700余名见义勇为人员家庭全
部挂上“光荣牌”，极大提升了见
义勇为人员及其家人的尊崇感、
荣誉感。

今年，聊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换届
选举成立第三届理事会，市见义勇为基
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留功表示，市
基金会将坚持“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工
作基调，奋力开创见义勇为工作新局
面。

凝聚工作合力。研究制定《关于大
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促进见义勇为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工作
职责，激发工作动能，推动形成齐抓共
管、运转高效的见义勇为工作新格局。

丰富宣传载体。加强同各级新闻媒
体的宣传联动，建好用好新媒体宣传平
台，改造升级市见义勇为文化广场，推
动见义勇为主题公园建设，精心打造覆
盖面广、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开放型
宣传阵地。积极开展见义勇为宣传进广

场、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圈“五
进”活动，大力营造人人争当、愿当勇者
的社会氛围。

优化表扬机制。牢固树立“在聊城
绝不让见义勇为者成为无名英雄”的理
念，做到见义勇为行为及时发现、及时
确认、及时表扬、及时宣传。提升优抚水
平。建立完善见义勇为人员电子信息
库，及时了解掌握他们的思想状态、工
作情况和生活状况，把关心关爱落实到
经常、体现在日常。

“在我们聊城，要让每一个见义勇
为英模‘德者有得、勇者有荣、助人有
福、好人好报’，要在全市形成‘弱者有
人扶、难者有人助、危者有人救、恶者有
人斗’的良好社会风尚。”孙留功说。

陶春燕 聊城报道

“在聊城，绝不让

见义勇为者成为无名英雄”

近年来，聊城市全力打造“众擎
易举 义涌水城”城市新名片，见义
勇为善举在鲁西大地蔚然成风，彰显
了聊城这座城市深厚的文明底蕴和
公民高尚的道德风貌。凡人义举不仅
在聊城微光成炬，热情果敢的聊城人
走到哪里，见义勇为壮歌就会响彻到
哪里。

在安徽淮北抢救坠河司机不幸
遇难的临清籍王森，在河南周口搭
救落水老人英勇牺牲年仅2 3岁的阳
谷籍何同猛，在吉林白城湖水中救
起两名落水群众的莘县籍任志彬，
在烟台牟平下到废弃机井救出被困
儿童的冠县籍王运佳、在菏泽巨野
洙赵新河救起坠河妇女的度假区籍
李邦龙、任国超等，一个个聊城人在

外地的见义勇为事迹登上各大媒体 ,
引起强烈反响。

为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鼓
励全国各地聊城人为家乡增光、为
聊城添彩，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研究
制定了《关于将聊城人在市域外见
义 勇 为 纳 入 表 扬 优 抚 范 围 的 意
见 》，明 确 将 聊 城 籍 人 员 在 市 域 以
外 见 义 勇 为 行 为 纳 入 表 扬 优 抚 范
畴 。对 聊 城 籍 人 员 在 外 地 见 义 勇
为，经事发地见义勇为组织机构确
认的，聊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将对
其授予“聊城义士”称号，对其家庭
发放“见义勇为光荣之家”牌匾，享
有 与 本 市 见 义 勇 为 模 范 同 等 优 抚
待遇。

陶春燕 聊城报道

聊城籍人员在外地见义勇为

享有与本市模范同等优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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