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景山区开展信访条例宣传月活动石景山区开展信访条例宣传月活动
按照全市信访条例宣传月的总

体工作部署，石景山区开展“国务院
《信访条例》修订实施 15 周年”为主
题的法治信访宣传活动。5 月 29
日，通过区融媒体中心在石景山官
网、石景山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图解

《信访条例》，在“随信而安”微信公
众号发布《网上信访倡议书》和在线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宣传片，在
接待大厅、各街道信访代理室向上
访群众发放依法逐级走访提示卡等
形式，开展以线上活动为主线下活
动为辅的集中宣传日活动。

石景山区精心准备了“遇到问
题不出门，网上信访来帮您”，“深入
推进依法逐级走访，依法有序表达
诉求”等醒目条幅标语，推出了“石
景山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流
程图及图解信访条例等展板。结合

疫情防控工作，在各小区门口发放
国务院《信访条例》和《北京市信访
条例》及“石景山区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平台”流程图，图文并茂地向群众
宣传足不出户，就能把矛盾和问题
表达出来。同时，组织街道、社区干
部和群众参与线上法治信访知识竞
赛和主题征文等活动。

古城街道结合疫情防控形势，
通过在社区空地发放宣传资料，街
道社保大厅张贴宣传海报和摆放
宣传挂图以及在商务楼宇醒目位
置张贴海报宣传等多种形式，全方
位、多角度的对《信访条例》进行了
宣传。通过集中宣传活动，让居民
深刻认识到依法信访，合理反映诉
求的必要性。并以此次宣传为契
机，继续通过多种形式，深化信访
代理制，推进网上信访、阳光信访

在地区的全覆盖。
五里坨街道本着“不聚集，不扎

堆”的原则，严格控制宣传活动形
式，多方位，多方式，多点宣传。在
辖区内各社区设立固定宣传站点，
各社区居民活动场地进行活动点位
宣传。五里坨以“石景山在线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为基础，联合司
法等部门，正确引导群众诉访分离，
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逐级走访。

广宁街道在各社区开展了宣传
活动，以“网上信访，方便群众，便
捷高效，公开透明”为主题，通过悬
挂条幅，摆放图解信访条例展板，
张贴海报，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
对地区居民进行宣传推广。同时，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街道信访办、
司法所、律师、派出所等工作人员
向来往居民群众开展信访政策宣

传、问题咨询等，以达到让百姓通
过网上信访渠道，足不出户，零接
触，就能高效便捷地提出诉求，依
法维护合理权益的目的。

苹果园街道通过宣传防疫相结
合形式，充分发挥传统媒体、新媒
体的优势，大力宣传信访制度改革
和信访法制化建设的新作为、新成
效、新经验，提高传播效率，扩大社
会影响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在
辖区 21个社区分别通过宣传栏张
贴宣传材料、悬挂横幅、发放宣传
海报及摆放展板等形式，使居民充
分了解 15年来信访工作的成长历
程，以及如何利用信访知识来维护
自身权益。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使
辖区居民增强了对信访工作的了
解，对信访程序、信访条例有了更
加深入的认识，为近一步畅通信访

渠道，促进地区和谐稳定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信访条例宣传月活动持续到 6
月底，全区各单位围绕宣传主题和
内容，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多
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营造自觉、依
法、有序的信访氛围，密切党和政
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护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各级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提高广大群众依法信访
观念，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全区9个街道参与线上宣传活
动的社区居民5000余人，参与线上
知识竞赛800余人，张贴海报500余
份、图解信访条例展板 40个、发放
国务院《信访条例》1000余份、《北
京市信访条例》4000 余份、流程图
11000余份、悬挂条幅20条。

他在信访岗位干了他在信访岗位干了2424年年 患癌后百余名群众去医院望患癌后百余名群众去医院望
石景山信访办有个“招牌”人物。凡来上

访的，准是冲着他去的；在他住院时，有一百
多上访群众到医院探视。他叫杜国庆，是石
景山区信访办的接待专员，从 1996 年到现
在，已经在信访接待岗位干了24年。

杜国庆常说，“人无难处不上访，老百姓
肯定是有困难自己解决不了了，才会选择信
访这条路，我们信访就是让群众有个说话的
地方，一定得多问几句干啥来了。”

但刚开始的时候，杜国庆对信访工作也
是一知半解。1996年进石景山信访办之前，
杜国庆在技校当中文老师。看到信访办优
先考虑学中文或法律的，他就去了，“就想着
公务员稳定”。

第一天到信访大厅的场景，杜国庆仍然
记忆犹新：大厅里全是上访的人，充斥着嘈
杂激烈的争吵和谩骂声，“感觉自己在农贸
市场似的”。老杜很失落，直到三个月后。

那天，临下班前，一位 70多岁的独居老
太太找上门来，说家里下水管线漏了，打好
几回电话都没人管。杜国庆就跟着老太太
回了家，一看水管，其实就是管道老化生锈
了，他赶紧买了个新的帮老人换上。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老太太一直记在
心里。打那以后，每年临过春节，就来信访
办看望杜国庆，一直到她走不动了，才不再
来了。

老太太的这份惦记让杜国庆体会到了
信访的意义，“原来信访工作也可以做出荣
誉感！”常年一线接访让他明白：要学会换位
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把上访人
当朋友，真心实意地帮忙解决问题，“要互相
惦记。”

从此，信访人的事，不论大小，24年来，
杜国庆一直惦记在心。

2006 年开始，信访办门口多了一名姓
周的上访户。最早的时候，这人每天都去国
家信访局和市信访办溜达一圈，在那儿签个
到就走，既不哭也不闹。

周某当过兵，退伍后到水电二局工作，
1982年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直接被单位开
除了，之后街道就把他的档案关系转移到了
街道社保所。工龄断了，眼看着退休以后没
法领退休金，临退休的周某就成了一个上访
户。他甚至去外国大使馆门前拦车，导致问
题棘手起来。

“这问题可不好办，历史留下来的‘疑
难杂症’，还是交给老杜吧。”街道一商量，这
项重任又落到了杜国庆的身上。

杜国庆跑了多个部门了解情况后，想召
开一个协调会，把劳动局、街道办、信访办、

民政局、水电二局的人都请来。刚开始协调
会根本开不下去，一开就崩，“他是违反国家
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的，这咋解决？”大伙儿
只能说回去向上汇报，但转头也就没了
下文。

周某还到处去闹事。但无论多晚接到
电话，杜国庆都会亲自去把他接回来。“你不
能再这么闹下去了，否则一点解决的希望都
没有，你得给我保证，每个月来我这报到，不
该去的地方绝对不能去，我才能想办法帮
你。”

周某答应了，每个月准时来找杜国庆，
询问事情的进展。杜国庆其实很同情他，

“家庭条件不好，爱人身体也不好，当年被开
除了，退休了也没有保障。”

没有任何现行政策支持，周某的困难解
决起来棘手又漫长。杜国庆只有边不断开
导周某，边为他想办法，“你跟一般人还不一
样，你是军人啊是党员啊，得维护国家形象，
老去闹事、喊冤，这是给谁抹黑呢？本身就
是你有错在先啊。”有情有理，苦口婆心。

去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上访这么多
年，确实挺委屈你的，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容
易。但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现在街道有专
项基金专门用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我尽我
所能，想办法帮你解决。”一番话，说到了周
某的心坎里。“咚”地一声，周某跪在了杜国
庆面前，杜国庆赶紧将他扶起。周某的问
题，最终在2019年通过街道的专项资金完美
解决，这场持续了近十多年的信访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

杜国庆说：因为惦记，所以才没有放弃，
接待信访工作还需要更努力。

杜国庆脸微圆，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典型的大老爷们儿，但在“国庆信访工作室”
里，有一个特别的物件：一架古筝。

古筝来得也有些意外。一名女同事曾
向杜国庆抱怨：“咱们接待上访人，心特累，
没招没惹谁，就得被骂一顿，还不能还口。
真压抑，我每天只能靠快走来发泄。”

老杜一听，劝她说，“你可以弹弹古筝，
放松心情。”同事一听，觉得是个好事儿，就
买了一架古筝放在杜国庆的办公室里，让他
教自己。6岁就学古筝的杜国庆，当上了同
事的古筝老师。没想到，这台古筝从此成了
杜国庆信访工作的“帮手”。

一天晚上，60多岁的李某跑来石景山信
访办堵门，一来就哭，边哭边闹，只字不提什
么事儿。杜国庆立马赶来，好说歹说，把她
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姐，您先喝口茶，现在情绪太激动了，

咱先冷静冷静。”趁着李某喝茶的功夫，杜国
庆拨弄起了一旁的古筝，随意弹了一首
曲子。

听着悠扬的琴声，李某慢慢情绪冷静下
来，还跟杜国庆聊了起来，“你这古筝弹得真
好，我也想让我闺女学学。”老杜一听这话，
觉得可以好好聊聊了。

原来，李某丈夫去世后，自己没有工作
还得带个闺女，生活困难。老公公家的平房
拆迁了，虽然房子跟她没关系，但她自己盖
了个棚子，想把棚子也算进拆迁房里，给自
己要一个两居室。

“这怎么可能呢？您想想，当年盖棚子
的时候您才花多少钱？而且本来就是违规
盖的，现在拆了怎么可能把棚子算进正式拆
迁？”杜国庆边聊边给李某算账，“折合到时
下价格最多也就五万左右，有可能真正做一
次评估，连这个价钱都不值。

音乐可以让彼此的隔阂得以打通，但杜
国庆知道，真正让信访人内心的块垒消融，
还得用心去做。最终，在老杜跑前跑后协调
下，开发商给了 15 万的赔偿，李某非常
满意。

干信访 24 年来，杜国庆养成了一个习
惯，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推迟一小时下班，
就是为了“守”那些来堵门的上访人。老杜
就好比信访“救火员”，好多人就认他，别的
信访工作人一上前就会招来骂声，只有老杜
去，还能说上几句话。

2011 年，老杜突然从工作岗位上消失
了。他被查出喉癌，要马上接受手术。其实
在这一年前，杜国庆就觉得嗓子不舒服，断
断续续吃了一年药也不见起色，直到有一天

接待上访人时突然说不出话了。
做完手术，老杜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在这期间，好多上访人到信访办找他，得知
他住院了，纷纷跑去医院看望。老杜很感
动，看着大伙儿手里拎着鸡蛋、水果、营养
品，说不出话的他赶紧写下：“心意领了，东
西拿回去。”短短一个月，就有 127个群众到
医院探视。

“老百姓其实是很可爱的，他们率真、
单纯，你用心帮他们，他们就都用心对待
你。”手术完不到半年，杜国庆就回到了办公
室。医生也理解他，“去吧，只要有一丝力
气，就去上班，只有做个正常人才能更快恢
复，最重要的是精神不能垮。”

其实杜国庆那时候很痛苦。说不出话，
术后伤口疼得喝水都难以下咽，吃东西稍有
不适就会呛着，他在单位吃饭就特意选一个
犄角旮旯的地儿，避免影响别人。那会儿，
他消瘦得只剩下 80斤。就这样他还正常接
待上访人，说不出话他就写，看到熟悉的面
孔，他就告诉他们，“相信我就先回去，等我
病好了再来”。上访人一看杜国庆都这样了
还坚守岗位，真的就都回去了，还互相劝说，

“杜老师身体不好，先别给他添麻烦了，回头
再来”。

杜国庆这样“无声的信访”持续了将近9
个月，时间长了，不少信访人情绪慢慢冷静
了，也就不来闹了。情绪特别激动的，杜国
庆就请进来喝杯茶，弹首古筝乐曲给他
们听。

现在，杜国庆虽然能说话了，但嗓音沙
哑。可上访人还是爱找他，一来石景山信访
办，准是冲着杜国庆来的。“还有三年退休，
站好最后的岗。”老杜仍在继续着他的信访
之路。

24年的惦记

一架古筝

127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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