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活

秦秦
巴巴
水水
事事

□

余
洁

本报讯（通讯员 胡鹏）烈日烘烤大地，但炎热
天气阻挡不了市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干部职工和党
员志愿者、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的工作热情，他们不畏高温坚守一线，默默辛苦工
作的场景，在烈日下成为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近日， 市创业就业服务中心组织全体干部职
工深入到汉滨区老城办东关社区开展 “创文进社
区”活动。 干部职工严格按照“创文”包联方案、工
作手册等要求，戴着红袖套、身穿红马甲，在社区
指定位置悬挂、张贴文明创建标语，挨家挨户向商
户、居民发放“创文”宣传资料，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创建文明城市基本知识，听取和收集相关
意见和建议； 工作人员还对骑门占道经营和流动
摊点等行为进行耐心地宣传教育，引导改正，并主
动协助清理占道物品，引导沿街商户认真履行“门
前四包”责任，劝导商户爱护环境、文明经营，努力
营造干净、整洁、优美的环境。 同时，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深入东关社区各楼院以及背街小巷， 开展创
文清扫活动， 社区居民群众纷纷对志愿者们竖起
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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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沈亚萍 ）近日 ，在旬阳市麻
坪镇李家河村党报阅报栏旁 ， 老党员王发枝正
在一字一句的读着 《人民日报 》文章 《把农业技
术送到广阔田野 》，七八位村民聚在周围 ，聚精
会神的听着文中关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
式的相关介绍。

“他们当中大部分是附近村民， 还有党员，都
是这里的常客。 邮递员每天送一次新报刊，一送来
我就立刻将报栏里的 《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安
康日报》等报纸进行更新，村里每天都会有一名文
化程度高的党员带领大家一起读报看报， 这些听
众不是早上，就是晚上赶来‘读鲜’，他们听报读报
看报已‘成瘾’。 ”王发枝介绍道。

为了让全镇的党员参与读报看报并带领全民
阅读，年初，旬阳市麻坪镇就在集镇及 12 个村（社
区）设立了 14 个党报阅报栏，报栏的安装吸引了
广大党员干部和村民的眼球，每天早晨或晚上，在
14 个党报阅报栏前、凉快的农家小院、老党员的家
里，党员干部带头读报，为自己“充电”。 在党员干
部带头读报引领下，不少种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
成员、 普通村民也纷纷来到阅报栏前加入阅报队
伍。 如今，党报阅报栏的“忠实粉丝”越来越多，听
报读报，汲取精神营养。

党报阅报栏是党的声音传播到基层的重要
“精神阵地”，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 “心灵
驿站”，也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传递致富信息 、
宣传法规政策、弘扬文明新风的媒介 ，更是农民
群众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 尤其是党报中刊登的
有关农业科技 、特色种植 、乡村文化 、卫生健康
等方面的内容 ， 深受旬阳市麻坪镇各村村民的
喜爱。

据悉 ，为切实发挥党报阅报栏作用 ，旬阳市
麻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探索开展了 “读党报 听
党话 跟党走 ”志愿服务活动 ，组建了以第一书
记 、支部书记 、党员干部 、老党员等以党员为主
体的志愿队伍， 轮流带领群众一起读阅报栏里
的报纸新闻 ，解读最新政策 ，打通群众读报听
报看报的 “最后一公里 ”，真正实现公共文化
服务 “零距离 ”。

党报阅读成新景

在石泉古城之南的汉江边有一眼清泉，它是石泉县名的起源。 石泉县就是“因城南石隙多泉，泉水清冽，径
流不息”而得名。 这泉，从高堤中漫出，飞流而下，似飞瀑，如银练，不知疲倦地诠释着“清泉石上流”的意境和雅
趣。 如今，小城巨变，而泉眼依旧，泉水依旧成为一道自然和人文交融的景观，朝朝暮暮迎送着慕名而来的八方
游客。

随意分布在江边的红石，被当地人昵称为“红石包”。 它们各具情态，或立或卧，或巧或拙，如仙人，似走兽，
像云朵，若晚霞。最逼真的当数那头静卧在江边饮水的“金牛”，被人誉为“金牛饮汉江”，栩栩如生，令人称奇。游
泳爱好者们在这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南来北往的人总喜欢驻足欣赏他
们的飒然英姿。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客，都喜欢来这里散步，健身，聊
天，拍短视频。久之，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现在，“红石包”的
热度，大概仅次于石泉古城。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永明）“叮铃铃……叮铃铃……”近日，汉滨区关庙供水区域
分站接到辖区江北办长征村村民电话求助：家里的储水桶已经见底了，希望再给送
一车水。 接到群众电话后，该站立即启动抗旱送水车，清洗水箱、接水、投放消毒晶
片、送水……

“老周，你把水桶提起来接，你看水都溅地上了，这水可是水利局花几个小时开
车送来的……”“好! 好! 好! 老婆子，我知道，现在都 10 点多了，你看把娃们热的，你
去把西瓜切了，让娃们吃一口……”在关庙镇长征村 5 组送水现场，听到老周老两
口的对话，在场的关庙供水区域分站站长刘帮波疲惫顿消。

自 7 月以来受高温影响，持续的干旱，用水量激增，加之部分沟溪断流，关庙分站
辖区江北办长征、关庙镇唐淌、早阳镇东湾等 7个村组出现生活用水告急。 7月 6日，关
庙分站接到群众求助后，立即联系辖区镇办启动供水应急预案，采取组织汉滨区水利局
抗旱服务车送水、镇办洒水车送水、村组跨区域调水等多种方式解决群众生活用水告急
问题。 截至 7 月 9 日，关庙供水区域分站共组织拉水送水 9 车次，紧急调运供水管道
4000米，应急水泵 5台，解决供水告急人口 2000余人生活用水。

本报讯（通讯员 宋怀珠 凌召兵）“阿姨您好！
我们是白河县住建局的， 请问您对这里的改造满
意吗？ ”“满意，你们派人把路修好了，群众也有活
动场所了，感谢党的好政策！ ”

日前， 白河县住建局组织人员对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进行检查
验收，技术人员随机走访群众了解情况。 检查验收过程中，位于城
关镇清风社区老建行家属楼的贺女士反映部分居民空调外机下
“空调雨”，检查组实地查看后，现场拿出处理意见，表示将在两天
内把“空调雨”的问题整改到位。

居民支持是老旧小区改造顺利实施的前提。 审计局家属楼的
陈先生去年花费一万多块钱在屋顶上搭建了彩钢瓦进行隔热，在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他积极响应政策，拆违治违，按照规划设计实
施了屋面保温隔热和防水处理，外墙涂上了真石漆，对楼梯公共区
域进行整修和加固，增设消防设施。 同时在小区内埋设了雨污水管
网，规整了强弱电管线，铺设了青石板路，并新建了小花园。 “现在
的环境好多了，我们年纪大了，茶余饭后可以在小花园里散散步。 ”
86 岁的黄大爷如是说。

按照政府主导、居民参与的原则，坚持运用“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理念，既发挥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又坚持以人民
为主体，尊重群众意愿，充分调动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全过
程，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结合
老旧小区改造，促进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城市
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截至目前，白河县
2021 年以前旧改项目 6 月底已经全面完成，2022 年旧改项目正在
有序实施， 老城区空中管线迁改入地工程已制定实施方案， 茅坡
巷、书院巷改造基本完成，中学巷、卫校巷改造加快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宋玉凤）“老板，咱们
安康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 需要大家共
同努力，这是咱们的门前四包协议书，主要
包括……”7 月 12 日上午，汉滨区江北街道
村（社区）干部及包联单位工作人员、志愿
者分头行动，分别对朱家巷、316 国道、江北
大道、进站西路等重点路段门店签订“门前
四包”责任书、张贴责任牌。

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耐心讲解着"门
前四包"相关内容，贴上新定制的责任牌，
明确门前环境整治责任区域和整治范围，
细心解答商户的问题， 广泛宣传 “门前四
包”的重要意义。 鼓励引导商家积极配合，
把"门前四包"变成责任自觉行动，夯实门店
环境卫生，为文明城市创建助力。 同时，工

作人员还不忘做好疫情防控政策宣传，对
重点行业、 中高风险返安人员进行摸排登
记，完善台账。

据悉，新制定的“门前四包”责任制，增
设等级评定项，并实行动态管理，将对各门
店“门前四包”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考评并落
实奖惩机制 ， 以此督促经营者认真履行
《“门前四包”协议书》相关内容。 截至目前，
江北街道已对正在营业的临街商户签订了
400 余份“门前四包”责任状，张贴了 700 余
份责任牌。 同时，江北街道将以“包卫生、包
秩序 、包绿化 、包设施 ”四包为基础 ，建立
“优、良、差”的等级评定制度，引导广大市
民共同参与， 遵守文明公约， 维护市容市
貌。

连日来，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在汉滨区吉河镇
恒华家园社区，工作人员经受住重重“烤”验，用汗
水书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责任与担当。

当好环境美化“行动员”。 “11 号楼东侧建筑垃
圾，我来协调清理。 ”“我来给几户群众做工作……”
在恒华家园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大会上社区干部纷
纷表态。

该社区 11 号楼后空地长期以来闲置、 无人管
理，无形中成为垃圾场，严重影响社区环境，也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 为把脏乱差的“闹心地”，变成干
净整洁的“舒心地”，支部书记李在义积极向镇领导
汇报，协调车辆清运垃圾，经过一整天的忙碌，清理
出垃圾 20 车。

近年来，社区坚持支部主导抓引领、群众主体
抓参与、物业主责抓服务的“三主三抓”工作思路，
探索多方共治的社区管理模式， 广泛凝聚工作合
力，推动改善社区环境面貌。

当好文明创建“宣传员”。 步行到各楼栋，查看楼
梯下、拐角处是否存在卫生死角……近日，该社区“四
支队伍”入户宣传宣讲，提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知晓
率、居民文明举止意识；清除小广告、“牛皮癣”，改善
社区环境；劝导乱停乱放，引导居民遵守停放规则。

为把创文推向深入，社区采取“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通过线上编发转发宣传信息，线下干部
带头宣传宣讲，积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引导群
众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群众

的参与率和满意度。
当好社区建设“联络员”。 走进恒华家园社区，垃

圾收集亭、分类垃圾桶有序摆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墙映入眼帘，三处充电车棚安全便捷，一幅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高颜值”画卷徐徐展开。

过去， 该社区也曾存在垃圾乱堆乱放、“飞线”
乱接等现象，2021 年，在驻社区工作队的帮助下，积
极争取帮扶单位区发改局支持， 筹措资金 40 余万
元，实施垃圾处置提升、文化设施建设、充电桩车棚
建设项目，使得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该社区发生的显著
变化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也让搬迁群众对未
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江北街道落实“门前四包”

“创文”带来社区新
通讯员 唐家力

关庙启动应急预案保障群众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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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泉泉石石头头成成““网网红红””

外地人到安康，总会说陕南多水，安康
人都是水边长大的，所以都长得水灵灵的。
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安康人， 也常常以水
为荣。居住在汉江边，与首都人民共饮一江
水，每天都能在江边行走，杨柳依依，清风
徐徐，何等的惬意！

烈日炎炎， 趁着周末我来到了汉滨区
关庙镇的老龙村， 远远的一座漂亮的水厂
映入眼帘，醒目的沉淀池、过滤池吸引我过
去看个明白，“这里的水引用的是地下水，
水利部门斥资修建， 解决了几千人的用水
问题， 群众告别了多年肩挑背扛的吃水历
史。 ”工作人员自豪地说。 从小就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玉梅动情地说：“过去我们这里
用水太困难了， 我家用水也要到很远的地
方去挑。 记得有一年冬天， 天空中飘着雪
花，地上一层薄薄的雪，我和哥哥去抬水，
无论我走前面还是后面， 都感到路是那么
艰难，水桶是那么沉重，下坡上坡，好不容
易把水抬到半山腰，一不小心脚下打滑，一
个趔趄， 眼睁睁看着桶滚下山坡， 那种心
痛、心酸无以言表……”说到这里她已经哽
咽了，眼眶里泛着泪光。那个踏着薄雪抬水
的小女孩不时地在我脑海里闪现， 她的啼

哭，她的无助……如今，随着水厂的建成，
这一切都永远成为了过去。

在龙王山，我见到了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的沈代青，从小就
生活在龙王山， 是安康龙王泉富硒矿泉水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告诉我们，龙王山是
无污染、含硒量高的优质地下矿泉山，这是
珍稀的水源地。他创建的“龙王泉”品牌，经
过 20 多年的不懈努力，龙王泉已被社会各
界和广大消费者青睐。 龙王硒泉就是从这
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星光不问追梦人，
苍天不负有心人。 祖祖辈辈生活在秦巴土
地上的人们，吃水不再肩挑背扛，生在深山
人未知的地下水，成了人们饮水新宠，乡村
巨变再次印证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水利部门的李主任告诉我， 现在村村
都通水啦！每个村都建有水塔，许多村建起
了水厂，家家户户都在饮用干净的自来水，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比蜜还甜！一瞬间，我
想起了老家的用水历程， 闪过父亲在烈日
下佝偻着背去挑水的身影。 记得土地承包
到户时，父亲开了个小卖部，门前是前往大
河、叶坪等地的必经之路，这里是班车的停

靠点，也是南来北往的人们的歇脚点。在交
通、经济尚不发达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
论是步行、骑自行车，还是幸运的乘坐一天
只有一趟的班车， 甚至是搭乘解放牌卡车
或手扶拖拉机，到了这里稍作歇息，缓解一
下疲劳， 对他们来说能喝口水就是莫大的
幸福！每天在晨光熹微时，父亲已挑满一大
缸水，母亲则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整齐
的摆放长条凳子、椅子，烧好几电壶开水。
当过往的车辆在这停歇时，司机倒开水，有
的泡方便面，更多的人要喝凉水，无论是谁
父母亲笑脸相迎，买不买东西无所谓。所有
的人走时都是千恩万谢， 有人说：“你们这
里挑水肯定远啊！这一天要挑不少水，给我
们这些过路人行方便，积德行善，你们真是
好人啊！ ”父亲说:“我们自己也要用水，顺
带的，尽管喝，水用完了我再去挑。”有人喝
水要给付钱，母亲谢绝了，说：“喝个水还付
钱呢， 我们这里不兴这个。 只要你们不嫌
弃，以后到这里累了就歇歇，水多着呢。”其
实父亲挑水要到近一公里地的水井去挑，
一大缸水往往到下午两三点就快没了，，有
时候他的胃溃疡犯了，依然坚持。又过了几
年，父亲自费购置了塑料水管，从水井开始

挖埋水管， 途经两家的坡地， 他们二话不
说，不仅欣然应允，还拿起工具帮忙，忙碌
了两三天，家门口的水管终于安装好了！打
开水管， 一股清泉汩汩流出， 父亲乐开了
花，尽管有时候水不是那么清亮，还能看到
杂质，诸如小小的腐烂碎叶、沙子之类，但
起码随时都能用上水。 对过路的人来说更
方便了，他们可以在这里洗把脸，把汗津津
的手冲洗一下， 洗个水果之类的……父亲
感叹：“啥时候能像城里人一样， 用上干净
的，没有渣渣的水就更好了！ ”父母没能等
到那一天，我们也都陆续离开了老家，近十
几年间仅在清明节匆匆而去，匆匆而归。一
直以为，水还是老样子。 如今，水利惠民工
程的实施，我的老家也通水了，父亲的愿望
实现了！

“阿姨，走，再带你去吴台村看看！ ”妮
妮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过了好久我才
回过神来。 经过一段车程，终于到了！ 这是
离汉江不远的小村，漂亮的庭院，桂树、葡
萄架、大大小小的多肉绿植、各色盛开的花
儿，喜鹊在木瓜树上欢快的跳来跳去，时不
时传来“喳喳”叫声，似乎是一边和我们打
招呼， 一边歌唱村民的幸福生活。 张镇长

说：“现在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都想把自家
的院子打扮得美美的！ ”一路前行，让我既
兴奋又诧异，每家门前都是小花园一样，小
巧精致，可以看出主人花费不少心思，精心
养护，引得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小猫在树
下打盹，小狗趴在地上吐着舌头，有老人家
手摇蒲扇，在树阴下聊天，悠闲自在。 多么
美妙和谐的画面！我们陶醉了，这么美的小
院、这样雅致的村落谁不喜欢！这就是我梦
中小院的样子呀！

源远流长的汉江滋养着汉江边的子
民，历史上就有璀璨的江汉文明。 如今，乡
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无论是地上的河水
还是地下水，都像欢快的马儿跑得更欢了，
给千家万户送去福音， 造福这片美丽的土
地。每一次当我行走在汉江边，看到矗立在
汉江边岩石上“安宁康泰”几个大字时，总
会肃然起敬，为这方水土，为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 我总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的
默念:安康，安宁康泰！

□ 黄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