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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国证机器人产业ETF

正在发行
工信部发布《人形机器人创新

发展指导意见》称，人形机器人有
望成为继计算机、手机后的颠覆性
产品，并规划到2025年在特殊场景
取得示范应用，到2027年成为重要
经济增长新引擎。受此提振，机器
人板块迎来上涨。随着数字经济
领域的高速发展，机器人已经广泛
应用于众多场景中。如何更好高
效便捷地捕获机器人产业的投资
机会，正在发行的景顺长城国证机
器人产业ETF，为市场提供一键布
局机器人产业的投资工具。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突出“四个确保”，提升长护品质
——金堂县医疗保障局推进长护工作走深走实

物业服务也有“钟点式”？
破解老旧小区管理“老难题”新都“亮剑”

有问题，找物业，这是城市小区居
民较为普遍的生活习惯。但由于历史
原因，城市中也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小
区环境脏乱差、无管理机制的老旧小
区。

为破解这一城区基层治理面临的
共性难题，近年来，成都市新都区通过
深化小区分类治理，开展问题小区攻
坚行动，大胆尝试成立社区物业服务
企业、引入“钟点式”物业等方法，填补
老旧小区（院落）物业服务空缺，有效
打通社区治理神经末梢，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治理新格局，让居民居住得更
安心、放心、舒心。

成立社区物业服务企业

老旧小区展新颜

环境干净整洁，停车规范有序，老
人们在悠闲地散步……走进新都区桂
湖街道状元社区，曾经的脏乱差已一
去不复返。

“我们虽然是老旧小区，但现在越
来越有品质了。”16日，正在状元社区75
号院落内晨练的居民杨大爷说，现在的
小区，违章搭建拆掉了，隐患消除了；绿
化草坪整洁了，环境变好了；乱停乱放
的车辆归位了，心也不堵了；有事大家
齐商量，邻里越来越和谐了……“现在，
我们对社区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和幸福
感，出门提到自家小区都觉得很有面
子。”

状元社区位于桂湖街道，作为名副
其实的老城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较
多。2018年之前，基础设施老化、停车
拥堵、环境较差等问题，是不少状元居
民生活中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居民对物业服务不满意，老旧院落住户
少、钱难收、事难管等问题也影响物业
企业正常运转，从而制约物业服务水平
提升，形成了一个难解的“死循环”。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经集体
讨论研究，状元社区决定成立社区物
业公司——新都区四自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自物业”），由院委
会成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区别于
市场化物业的盈利模式，四自物业具

备一定公益属性，除了门卫外，还设置
有公益岗，由社区网格员、微网格员兼
职物业经理和财务，一个月仅提供岗
位补贴几百元。”状元社区党委书记李
文炳介绍，在不涨费用的前提下，四自
物业以院落为单位进行物业费结算，
建立完善物业费公示公开制度，除去
院落维护、物业工资等成本，按照“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利用剩余
利润为院落安装监控、应急灯等，还为
每户居民购买100元的财产保险。

有了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后，以前
的脏乱差不见了，服务更贴心了，居民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曾经处于服务盲
区的老旧小区迎来蝶变，暖心服务成
为“标配”。“随着小区环境变好，服务

跟上，物业费收缴率达到正常标准，居
民满意度也提高了。”李文炳介绍。

引入“钟点式”物业

环境提升更舒心

“虽然是‘钟点’服务，但小区物业
很负责，环境也变好了，我们住得很是
舒心。”近日，在桂湖街道桂东社区的
教师园区，谈及院落变化的感受，居民
们都连连称赞。

教师园区是桂湖街道桂东社区的
老旧院落，共132户，原来是由院委会
自管，管理服务不够专业，致使生活垃
圾清理不及时，车辆乱停挤占消防救
援通道……面对着地面杂物乱堆、蝇
虫乱飞的环境，小区居民很是烦心。

为彻底改变现状，小区党支部和
院委会共同“问需”，很快就与居民达
成引入专业物管服务的共识，但每平
米8角的物管费给小区居民泼了一盆
冷水。

如何破解物业费困局？随即，社
区党委牵头组织小区党支部、院委会、
物业企业召开讨论会，提出了“钟点
式”物业管理模式，即物业无需入驻小

区进行全天候管理，可根据居民需求确
定提供保洁、巡逻等服务的频率。“垃圾
每天清扫2次，楼道1周1次……”，物业
费顺利从8角降到5角，居民们也终于
可以享受和商品房小区一样的物业服
务。“‘钟点式’物业模式推行后，小区
物业管理水平直线上升，小区再也没
有因物业爆发过矛盾。”桂东社区党委
书记邹介绍，现在的教师园区，整洁、
有序，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显著提升。

“我们以‘红色引擎’赋能小区治
理，通过党建引领推动物业服务因地
制宜导入老旧小区（院落），在最大限
度上满足居民需要。”新都区委社治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破解老旧小区物
业管理的“老难题”，新都区始终坚持
党建引领，积极整合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等多方资源，因地制宜探索红色
物业领航、小区自治带动、智慧科技支
撑等治理手段，让“旧”小区呈现“新”
面貌，让“老”居民过上“新”生活。接
下来，新都区将继续围绕老旧小区（院
落）治理，优化治理机制、提炼有效模
式，真正实现老旧小区“接得住、管得
好、可持续”。

华西社区报记者 彭戎

新都区委社治委供图

资讯

居民点赞“钟点式”物业。

美化小区（院落）环境。

2017年7月成都市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以来，政策机制不断完善，保障范围持
续扩大，待遇水平不断提升。金堂县医
保局在市医保局的关心指导下，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联合委托经办
机构太平养老从确保长护险待遇“应享
则享”“应享尽享”“应享快享”“应享优
享”四个维度，抓紧政策落地、抓好扩围
提能、抓实服务优化、抓细质量管控，全
力推进长护险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
全县累计享受待遇7760人，其中学生儿
童184人，累计支付8632.37万元。

一、严格标准、精准评定，确保“应

享则享”
定人定岗定责，强化受理环节管

控；评估人员随机抽取，并全程现场监
督、全程录像备案，确保评估过程可追
溯、评估结果公平公正。常态化开展上
门走访，并依托上门服务机构进行跟踪
随访，严防评定环节出现擦边高靠，弄
虚作假，确保“应享则享”。

二、联动宣传、扩围提能，确保“应
享尽享”

依托网格化管理，联合残联、镇街
常态化开展长护险“网格排查”“动态清
零”行动，摸清失能人员底数，主动靠前

服务，结合失能人员分布情况，分时分
段在县内各镇（街）开展长护险政策宣
讲，“一对一”精准宣传1625人，确保“应
享尽享”、不漏一人。

三、窗口前移、靠前服务，确保“应
享快享”

在2个政务大厅设置长护险受理专
窗，镇（街）设置便民服务综窗，落实限时
办结、容缺受理机制，实行咨询即受理，

“一站式”受理评估申请3756人；依托网
格化服务机制，将长护险经办服务前延
至群众身边，开展延伸服务41场次，现
场受理评估申请925人，积极动员村社

为群众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实现3名异
地人员长护险失能评估和待遇保障。

四、加强管控、提升质量，确保“应
享优享”

严格执行上门护理机构准入条件、
科学配置护理资源，全县4家上门护理机
构分区布局、分片服务，方便失能人员就
近享受优质护理服务。开展交流培训、业
务练兵、心得分享、技能大赛等活动12
场，让长护服务“增值”。按季对6家定点
护理机构开展日常巡查，月均电话回访
350余人次、上门走访220余人次，推动护
理品质提升，确保“应享优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