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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洁

在城市记忆里，档案不仅是锁在库
房里的纸张，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
感纽带。我市于6月9日举行的一场“国
际档案日”宣传周新闻发布会，让我们看
到了聊城档案部门推动档案从“沉睡”走
向“苏醒”，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
程。这一过程，既是档案价值的重新发
现，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档
案领域的生动实践。

档案工作从“档案馆有什么群众就
查什么”向“群众查什么档案馆就有什
么”的转变，是档案管理理念的变革。这

种转变的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在档案领域的具象化。脱贫攻坚档
案、疫情防控档案、学籍档案、社保档案
等民生类档案被聊城档案部门系统收集
整理，馆藏重要民生档案达到 14 万卷
（件），档案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官方记
录，而是与每个普通人生命历程息息相
关的记忆凭证。扶贫档案成为核实政策
落实的“铁证”，学籍档案成为补办工龄
的“钥匙”……档案不再是冷冰冰的卷
宗，而是群众维权的帮手、办事的依据。
更值得关注的是，档案部门主动打破“保
密即封闭”的思维定式，建立开放审核机
制，2023 年以来向社会开放档案近 8 万

件，让“纸档案”变成“活信息”，为群众解
难题、办实事提供了源头活水。

档案是凝固的历史，更是鲜活的文
化。聊城市档案部门跳出“保管思维”，
将档案作为文化传承与育人的载体，让
档案从库房走向大众视野。编撰书籍，
让档案中的乡村记忆、红色故事成为资
政育人的“活教材”；拍摄纪录片，用镜头
语言讲述档案里的城市变迁；举办研学
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
化魅力。每年“6·9”国际档案日举办的
系列活动，更是将档案融入大众生活：直
播互动、档案寻宝、知识竞答……这些形
式的创新，让档案从“高深莫测”变得“可

触可感”。当孩子们在档案研学中触摸
历史，当市民在展览中寻找城市记忆，档
案便不再是束之高阁的藏品，而是连接
情感、凝聚共识的桥梁。

回望全市档案部门的工作实践，从
丰富馆藏资源到数字化赋能，从提升服
务质效到文化惠民，每一步都指向同一
个目标：让档案真正成为人民的档案。
这种转变不仅是工作方法的创新，更是
治理理念的升华。当档案走出库房、走
进大众，当记忆的藩篱被拆除，我们看到
的不仅是一项行政工作的进步，更是社
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让档案走出库房走进大众

□ 刘庆功

为深入落实国家和省市部署，聊城
市从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中划拨500万
元，专项用于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补贴，
并出台实施方案。为让这一惠民政策走
进千家万户，日前，一场主题为“政府惠
民 情暖夕阳”的老年用品展览会暨居家
适老化产品补贴启动仪式在聊城公园举
行。现场26家企业携30余种适老化产
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群众踊跃参与。
这场活动不仅是该政策落地的生动实
践，更印证了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
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托起老年人幸
福晚年的责任与担当。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
人的居家生活质量愈发受到关注。许多
老年人因身体机能衰退，在日常起居中
面临诸多不便，一个小小的台阶、光滑的
地面、难以够到的物品，都可能使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甚至面临安全隐

患。聊城市此次推出的居家适老化改造
产品补贴政策，精准聚焦老年人需求，涵
盖地面和门改造、卧室改造等 6 大类 25
种产品，从细微处着手，致力于为老年人
打造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提升他们的
生活自理能力与安全感。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聊城市民
政局、商务局等 6 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
案，并发布商家征集公告，推动第一批39
个商家入驻惠循环平台，明确补贴时间、
对象、范围及标准，环环相扣，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政策执行体系。举办“政府惠
民 情暖夕阳”活动，更让政策深入人心，
为后续政策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
础。

聊城市在落实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
政策过程中展现出的务实精神，是做
好民生答卷的生动体现。在社会层面，
聊城通过广泛动员企业、社会组织参与，
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会支持”
的养老服务模式，以资金补贴精准兜底，

让不同经济条件的老年人都能共享适老
化改造成果；在经济领域，聊城依托惠循
环平台与线下展览会，打通产品供需对
接渠道，激活本地适老化产品市场，带动
相关产业发展，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政
策落地见效提供了“聊城方案”。

细节把控彰显惠民诚意。政策明确
“参与补贴产品均须具备国标13位商品
条码”，这一举措成为保障产品质量的坚
实防线。此外，聊城市依托惠循环平台
建立产品动态监管机制，真正将“品质养
老”落到实处，让老年人买得安心、用得
放心。

聊城市的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补贴
政策已迈出坚实步伐，为老年人生活带
来新希望，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
的经验。期待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政策能不断完善、持
续发力，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好
愿景真正实现。

500万元，绘就“老有所安”民生答卷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声热线》日
前发布一条视频，听众袁先生投诉称，当
地政府欠他134万元工程款2年不还。当
主持人打电话到湛江市坡头区政府办公
室反映此事时，电话那头不仅传来嬉笑
声，一工作人员还告诉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不用理，挂掉！”6月7日，湛江市坡头区
政府发布通报称，已对两名涉事人员作出
停职检查处理。

一句“不用理，挂掉”，“挂掉”了反映
诉求的正常渠道，更“挂掉”了记挂老百
姓、为人民服务的底色。近年来，诸如
12345热线、电视问政等政务服务创新实
践在各地生动开展，在政府和百姓之间架
起连心桥，检验当地作风建设的成色，提
升为民服务的温度。对办事群众诉求“不
用理”、连电视台民声热线都可以“挂掉”，
如此敷衍塞责，足以折射两名基层工作人
员轻浮散漫的工作作风；如此漠视群众利
益、对群众诉求冷眼相待，不仅伤害了老
百姓，也伤害了政府公信力。

当地表示，将在全区开展机关作风自
查自纠。此种举一反三行为值得肯定，对
袁先生诉求的尾款拖欠问题，也应尽快给
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是给当事人的应
有交代，也是政府的应尽职责。

北京晚报：

群众利益
岂能随意“挂掉”

据央视新闻报道，一个由江西省南
昌市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额投资
约 3.5 亿元的汽车博物馆，已建成两年
多，但经开区管委会下属的小蓝经投公
司迟迟无法办完验收手续，部分设备正
面临报废的风险。

一个3.5亿元的大工程有头没尾，恐
怕是层层摆烂而非“节奏慢了些”。小蓝
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汽车制造为主导产
业，经南昌市南昌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设
小蓝汽车博物馆，甚至多次将其列入年
度重点工程和民生实事项目。但面对重
点项目的落地，多方“踢皮球式”推诿、

“躺平式”履职，在媒体监督之下，似乎一
切顺利起来，这进一步暴露了内部监管
责任的缺位。即便现在开始着急，恐怕
拖延两年半的收尾工作只会更复杂，这
无疑给有关部门再次敲响警钟，必须对

“躺平式”履职强化监督与问责，落实求
真务实的干事作风，避免“小事拖大、大
事拖炸”。

南方都市报：

3.5亿元建的博物馆被闲置
一拖再拖到底怎么治

“苏超”：始于足球，不止于足球 辛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