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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宽敞的道路，设备干净完好，别具
风格的标识标牌 ， 造型精美的景观节点
……目及之处，日新月异的滨江城市面貌，
让安康愈发焕发出文明城市独特的魅力。

今年以来， 市住建局市政园林处将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与“我为群众办实事”有机
融合，围绕城市道路、井盖、交安设施缺损，
公园绿地管护等市政园林方面的重点、难
点、热点问题，大力开展民生项目补短板、
综合整治治顽疾、 实事好事惠民生系列活
动，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排查整治，市政园林设施正“悄
然换装”

城市顽疾一直是群众茶余饭后的热门
话题，哪里的灯不亮，哪里的路不平，哪里
的设施被损坏， 都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和城市的舒适程度。

为实现“道路平、排水畅、路灯明、桥隧
安全 、绿化美 、公园整洁 、工地规范 ”的目

标，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文明水平。 市住建
局市政园林处从 6 月 26 日起，开展中心城
区市政道路、桥隧、地下通道、公园、绿地、
排水、照明、交通安全、泵站等设施及市政
在建工地创文工作全面排查整治， 对重要
节点及街头绿地等醒目位置增设创文标牌
及景观小品。 市政园林处还对城区破损路
面进行修复，在重要节点安装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等
为主题的公益景观小品， 与一江两岸美景
相互交融，城区主要街点、城堤步道增添公
益宣传标语、温馨提示牌，倡导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 与周围优美的环境相得
益彰。 此次整治，市政园林处累计修补车行
道（人行道）3000 平方米，疏通排水、清理排
水边沟 3000 米， 更换检查井 150 座; 维修
路灯 117 盏，安装路灯 12 盏；城市公园翻
新凉亭 3 座、廊架 1 个等。

市民专注度较高的另一个问题是脚下
安全，5 月以来，市住建局市政园林处对中
心城区市政窨井盖开展拉网式、 地毯式排

查，共排查井盖 16645 个，更新防坠网 5776
个。 同时，动态监测更新各类市政窨井盖防
坠落保护装置， 提高窨井盖的安全防护等
级和安全保障能力， 利用视频监测及时发
现问题立查立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下足“绣花功夫” 扮靓城市“里
子”

背街小巷，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里子，
更是众多百姓的城市记忆。 背街小巷治理
得好不好，不仅关乎百姓的幸福指数，也事
关城市的文明指数，7 月 20 日起，市住建局
市政园林处启动安康中心城区枣树北巷等
16 条背街小巷路面坑槽集中维修工程。

由于没有路灯， 大北街巷道附近群众
夜间出行十分不便， 严重影响周边卫生环
境和治安环境， 市政园林处迅速将巷道补
光工程列入项目清单，工人冒酷暑架云梯，
很快完成了路灯安装任务。 “灯亮了，路平
了，黑夜走在这里不再是‘睁眼瞎’！ ”家住

大北街的王大叔一脸自豪地说。
培新街社区辖内新建巷 9 号区委家属

院门前 5 棵梧桐树部分树枝已经干枯，如
遇雷雨、大风天气，很容易刮断掉落，存在
较大的安全隐患。 秉着“居民的生命安全高
于一切”的工作态度，市政园林处联合安康
供电局对 5 棵梧桐树枯枝进行修剪。 看着
修剪完树枝敞亮的街道，居民们连声称赞。
住在新建巷的李女士高兴地说：“前两天夜
间刮风下雨， 我正在担心树枝会不会掉下
来砸到我们房子， 市政园林处今天就及时
地安排人员来修剪了， 而且这么热的天他
们一直工作没有休息，实在是让人感动，市
政园林处真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

南环路后巷属村组道路，无路灯，生活
污水不畅，经过市政园林处的统一改造，彻
底解决了污水横流的安全卫生隐患， 并且
安装了路灯，旧貌换新颜。40 多户居民代表
上门向市政园林处送来“心系百姓尽职责 ，
为民排忧办实事 ”的锦旗和感谢信 。 一
名代表激动地说：“污水管道通了， 路灯有
了，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都解决了，真要谢
谢你们。 ”

为了方便人民群众， 改善生活居住条
件，市政园林处安排专项资金 200 万元，强
力推进以“硬化、亮化、美化、绿化”为主要
内容的背街小巷提升改造工程， 累计提升
改造背街小巷 100 余条， 改造道路长度 30
余公里，惠及周边群众 2 万余户。

抓住项目 “牛鼻子”， 按下破解
“快进键”

今年年初，安康中心城区“两桥一路”
项目正式实施。 为破解城东新区交通“肠梗
阻”，市政园林处紧抓重点项目“牛鼻子”，
按下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该项目的建成，
将直接连通北环线与南环干道，形成 30 公
里长的城市大外环，相继实施木竹桥路、钱
家湾路、诚信路、瀛湖路、金川路、火车站广
场改造等项目，打通“断头路”“丁字路”，畅
通城市微循环，增强城市韧性。

为了让市民拥有更好的休闲、 娱乐环
境， 市政园林处在一江两岸相继建成汉江
公园、江滩公园、西郊公园、新罗公园等 19
个公园广场、公共绿地，完成一江两岸景观
亮化一期、二期工程。 并于今年龙舟节前，
全面提升改造了 16.09 万平方米的江滩体
育运动公园， 三大功能区域的划分满足了
不同人群对运动场地的不同需求。 如今的
一江两岸，江景如画，成了外来游客、本地
市民休闲健身游玩的最佳去处。

2020 年，旬阳市小河镇东山村村民赵
光和被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
康工务段聘为防洪联劳人员， 每当下雨
时，她便要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从晚
上 8 点到早上 8 点持续 12 小时的坚守。

2021 年汛期，旬阳市连续遭遇了 5 轮
强降雨，而年近六旬的赵光和在每一个下
雨的夜晚都默默坚守在她的岗位上，仔细
观察她所看守的地段———新金坪隧道。 每
当这个时候，她一边巡线，一边复习培训
时所教的知识，“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连接
铜导线，接着给小河车站打电话告知情况
封锁区间，联系调度办公室，通知清理塌
方路段。 ”这几个关键点在赵光和的脑海
中一遍遍重复练习，“人老了， 记性不好，
天又一直下着雨， 我多记几遍以防万一，
这些事一定马虎不得。 ”一丝不苟地做好
每一件工作是责任与担当的表现，赵光和

全心全意投入，怀着一种把平凡的事做好
就是不平凡、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的信念与追求，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尽到
自己应尽的责任。

2021 年 9 月 6 日凌晨 2 点， 赵光和
在铁路巡线时发现西康上行线 K185+
225-240 二级防洪看守地段新金坪隧道
进口因降雨导致洞顶仰坡溜坍，经勘察，
发现溜坍约 20 方，被动网冲毁 150 平方
米，溜坍体侵入限界约 3 方，情况十分紧
急。赵光和虽然内心极度恐慌，但迅速反
应， 按照刻在脑海里的培训要点有条不
紊地完成了一系列工作， 等待工作人员
清理塌方路段。本以为一切已妥当，突然
远处火车的一声长鸣，让赵光和意识到，
“糟了，要出大事了”。 在千钧一发之际，
她丝毫没有退却，穿过山洞，迎着呼啸而
来的列车，边挥舞手中的手电筒，边打出

了紧急制动手势，并继续朝着火车奔跑。
这时火车司机隐约看到了站在铁路上的
赵光和，连续向她鸣笛示警，在轰鸣的汽
笛声中 ，赵光和一直坚持向前跑 ，350 米
的距离 ，快速奔跑 ，“咔吱 ”一声巨响 ，车
轮擦着铁轨，冒着火花，在赵光和身前紧
急制动。当承载 50 多节货物和工作人员
的列车稳稳停住，赵光和长出一口气，瘫
软在了铁路旁。 随着车站负责人和清理
塌方的工作人员的到来， 赵光和才慢慢
回过了神。

“当时如果不是赵光和拦住列车，司
机在大雨中很难发现前方险情，即使发现
塌方也很难停住，一旦火车撞上极有可能
造成火车出轨，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工务段为赵光
和送来喜报及 1 万元的奖励，感谢她的英
勇举动。

赵光和也是位热心肠的好人，她积极
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遵章守纪,恪守本分,
尊老爱幼，扶危济困,团结邻里,助人为乐，
广受群众的称赞。几年前的一个秋天,在赵
光和家附近，一位老大爷被车撞了,围观的
群众很多, 但大家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想法,无人相助。 赵光和途经此处时,
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使老大爷得到了及
时救助。还有一次在镇学校附近,一辆摩托
车撞了一名学生后逃逸, 赵光和主动上前
帮忙查看，并迅速报警。 这样见义勇为的
事情她做了有多少,自己也说不完。

赵光和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她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普通农民临危不
惧、淡定沉着的义勇行为，保卫了国家财
产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也彰显了一个平民
英雄的崇高品质。

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
水平的最高荣誉称号，是最具价值的城市
品牌。 安康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主要
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为
目标，以实现环境宜居为重点，可以极大
地推动安康全方位发展，是城市是发展所
需、民心所向,我们必须全民配合，全力支
持。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利于增强安康
的综合竞争力。 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是由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人文、教
育等多方面因素构成。 国内很多文明城
市，虽各有特色，但都有共性特征：即经济
发展水平高，政府行政效率高，市民文化
素质高，基础设施配备完善，这些都与文
明发展程度紧密相连。通过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会使安康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人
文教育、 政府职能等方面有较大提高，而
这些方面的改善， 会提升城市的整体品
位，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提供隐形
支撑，从而增强安康的综合竞争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利于提高安康
市民文明素质。人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
文化素质是文化建设的核心。随着全面深
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种价值观的纷纷涌
入，迷惑困扰着人们。

开展文明城市创建，一方面加强思想
理论引导，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 培养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
生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筑牢坚强
的思想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开展新民风建
设，通过家风家教宣传、文明家庭评选、道
德模范评议等多种途径，在全社会营造良
好的道德风尚，内外兼顾，不断提升全体
市民的文明素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利于创造良好
的人居环境。 安康市既是经济欠发达地
区， 又是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素
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陕西省第十四
次党代会提出，陕南地区要坚持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推动绿色循环发展，安康
定位为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城
市。 在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对城市
绿化、城市环境管理与环境质量、生态环
境建设等项目都有科学明确的量化标准。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会协同推进保护与发
展。一方面会使安康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不断加大环境问题整治力度和污染源
控制力度，为居民创造更优美的生活居住
条件。另一方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
改造升级，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结构，打造
宜居宜业的新安康，使安康成为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彰显生态文明建设
的本质特征和时代价值。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利于推进治理方式现代化。 创建文明
城市的过程是不断完善以人为本发展路径的过程，政府需扮演
好服务型政府的角色，不断优化职能，使人民群众办事更方便
快捷。 同时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也是不断优化城市治理方式的
过程，因为创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化的社会大工程，需要各个职
能部门要相互协作，共同参与。 因此需要政府不断优化治理方
式,通过更加科学、完善的制度实现对各项事务效率化、制度化、
规范化的治理，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在基层和微观层面的
具体表现。

生 死 时 速 显 担 当
———记陕西省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候选人赵光和

通讯员 郭丽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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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城市面貌 惠及百姓民生
———市市政园林处补齐民生项目短板吹响城市“文明号”

通讯员 钱运立 任雪姣

近年来 ，岚皋县聚焦民生保障 、就业增收 、公共服务 、政
策兜底、组织建设“五大重点”，大力推进残疾人民生项目 ，持
续加大残疾人产业的扶持力度 ，着力提高残疾人创业就业能
力 ，残疾人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残疾人生存和发展状况明显
改善。

健全三级组织，形成纵向到底服务网。建立起纵向到底的县
镇村三级服务网络，打通联系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重构村
残协组织。全县选举产生 136 个村（社区）残疾人协会，选举产生
12 个镇残联领导班子，镇残联主席由所在镇党委副书记或其他
党委成员兼任，理事长由镇民政所长兼任。 严格遴选 12 名镇级
专职委员。 强化县残联组织，加强县残联工作力量，增设副理事
长职数 1 名，增加编制 3 名，规范设立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综
合服务股等内设机构，县残联班子、干部队伍力量进一步加强，
机构设置更加科学合理， 残疾人各项重点职能工作更加规范有
序开展。

建立三项机制，构建协同联动大格局。建立完善党委统一
领导、部门协同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推动残疾人
工作由残联组织“独唱”转为部门“大合唱”。 建立党委统抓的
领导机制 ，明确县委副书记分管残联 ，政府分管副县长任县
残联主席团主席和县残工委主任 ，残联理事长为县人大常委
会委员。 建立县委常委会定期听取残疾人工作汇报制度 ，建
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推进残疾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建立
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 制定残工委工作规则和成员单位联络
员工作制度，明确县残工委 18 个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特别是
县人社、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财政、民政、教育等行业主管部
门残疾人工作职责 ，分解相关任务 ，对县残工委成员单位实
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 完善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收缴工作机制 ，督促认缴主体及时申报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确保应收尽收、应缴尽缴。 明确县镇两级残联经
费保障标准 ，优先落实财政资金保障 ，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经费支撑。

强化三大主体，着力巩固脱贫成果强化产业经营主体、技
能培训主体 、干部帮扶主体的带动作用 ，助推脱贫残疾群众
自强自立 、发展增收 ，确保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经营主体带动。 制定《岚皋县助残脱贫扶持办
法》，整合阳光增收、电商扶贫、产业就业等资金 ，累计扶持奖
补资金 800 余万元， 统筹奖励扶持残疾人和助残带残主体发
展产业、自主创业、务工就业。 培训主体提能。 采取分类培训、
定点培训、订单培训、一对一培训等多种方式 ，帮助残疾人掌
握一技之长。 帮扶主体结对 ，对残疾人家庭实行 “户分两类 、
人定三业 、精准服务 ”帮扶模式 ，落实干部结对精准帮扶 ，推
动残疾人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岚皋县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供稿）

以残联组织改革为抓手
推动残疾人工作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