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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永明

郑重）近期强降雨给汉滨水利设
施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坏，对此，汉
滨区水利局全力以赴， 迅速启动
防汛预案， 保障受灾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程度， 并对灾后重建工作抓早动
快， 迅速掀起全区水毁灾害重建
工作新的热潮， 恢复和保证水利
基础设施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今年 7、8 月份， 汉滨区突降
大雨， 全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水利
基础设施的损坏，涉及供水、河道
堤防、垮塌等水毁灾害，灾后区水
利局及时成立 8 个水毁灾害排查
检查组， 抽调专人对全区水利水
毁情况进行实地勘察走访， 拉网
式全覆盖排查， 掌握真实受灾情
况，特别是大河镇、沈坝镇、茨沟
镇、晏坝镇、流水镇等 5 处严重威
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水毁河
堤、47 处农村供水工程急需修缮

恢复，全区受灾点多面广，修复任
务艰巨， 区水利局及时向省市相
关职能部门专题报告， 争取水毁
修复项目资金落户汉滨。 在此基
础上， 区水利局迅速成立项目建
设领导小组， 每个科级领导包抓
争取水毁修复项目的责任清单，
以项目带动水毁修复工作， 局主
要领导、 区政府分管领导定时定
点到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跟踪项目
落地， 同时对今年省市区下达的
项目建设任务倒排工期抢抓进
度， 抓好今年最后一季度有效时
间，顺利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多建
优良工程，多建放心工程，让水利
发挥强大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 为全区工农业生产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牛书记，今天晚上放什么电影？ ”白
河县城关镇牛角村厚实广场，村民孙久贵
拿来板凳，找好位置，呷了一口茶问道。

“今天晚上给你们放 《浴血广昌》，一
会儿先放点道德模范的事迹和反电诈小
常识看看。 ”正在摆放凳子的牛角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站长牛玉春乐呵呵地介绍。

“以前村里没电视，为了看个电影，能
花几个小时翻几道梁子哩！ 这露天电影，
总能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 ”“可不是嘛，
现在可不用跑那么远了， 家门口就能看
上。 ”等待观影间隙，几位村民攀谈着，脸
上露出期盼的喜悦。

一块银幕、几十个小凳子……与村民
一张张笑脸相映成趣，光影流转间，勾勒
出一幅和美的乡村夜景。

夜幕降临，随着广场的照明灯逐个点
亮，安坪村的“夜生活”也随之开始。 欢快
的音乐响起，村民自觉排成队列，跳起了
欢快的广场舞。 宋冬梅就是其中一员，在
她的带领之下， 村里 20 余名妇女相继加
入，成立了“安坪村平安艺术团”，为每次
文化活动挑大梁。

广场的另一角分布着各种运动设施，
孩子们或是三五成群在篮球场上挥汗如
雨， 或是一对一在乒乓球桌前左拉右攻

……广场上不时传出掌声、喝彩声。
“以前晚上，孩子在家里玩手机、看电

视，大人在酒桌上不醉不归。 现在没事过
来跳跳广场舞， 跟老姐妹们一起拉拉家
常，带孩子打打球，开心又健康！ ”安坪村
二组村民纪德贵感慨道。

“今天开展夜话活动， 希望与大家们
来一场面对面、 点对点、 心贴心的交流
……”农家院落，公路村党支部书记熊坤
清一席开场白拉开了 “乡音乡语传党音”
夜话会的序幕。

没有主席台 、没有讲话稿 ，村干部
与村民围坐在一起 。 围绕 “反电诈 ”，通

过 “你问我答 ”等互动方式以案释法 ，
把 “反电诈 ”法律 、政策讲得通俗易懂 ，
把宣教的 “主战场 ”搬到居民庭院中 ，
面对面开启 “夜话 ”模式 ，畅聊党的好
政策 。

露天电影、夜话民生、休闲娱乐……
城关镇聚焦群众文化娱乐需要，结合自身
实际，持续探索文明实践“夜模式”，以喜
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
活动， 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 “最后一公
里”，真正做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
延伸到哪里”。

汉滨区加大水毁灾害重建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滨源
胡 佳恒 ）“今天我驾驶摩托车没
有佩戴安全头盔被交警部门查
获， 我承诺今后驾乘摩托车一定
戴好安全头盔， 请监督我， 给我
10 个赞！ ”因驾驶摩托车未戴头
盔被岚皋交警拦停的王先生，近
日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
信息。

连日来， 岚皋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的执勤民警在城区车流量较
大的路段维护交通安全， 采取教
育、纠正为主的方式，针对不规范
佩戴安全头盔等行为及时进行劝
导和纠正， 讲解佩戴安全头盔的
重要性以及不佩戴安全头盔的危

害性，提醒驾驶人提高安全意识。
对未戴头盔的驾乘人员还需举着
写有 “我不戴头盔请大家不要学
我” 的牌子拍照并发布一条倡议
安全出行的朋友圈，集满 10 个赞
才能放行。 这一举措也让更多的
驾乘人员自觉做文明交通的倡导
者和践行者，达到“发现一个、教
育一片”的目的。

“我们将持续常态开展‘一盔
一带’的专项整治行动，呼吁和倡
议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
法规，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
岚皋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兼城区中队长缪丰说。

岚皋“一盔一带”整治出新招

初秋时节， 位于汉阴
县漩涡镇的凤堰古梯田碧
空如洗，稻浪翻滚，微风吹
拂，稻禾摇曳，散发出阵阵
清香。 举头眺望，层层叠叠
的稻田与整洁的村庄 、蜿
蜒的道路、 远方的青山相
映成趣， 构成一幅美丽的
乡村画卷。 据了解，凤堰古
梯田共 1.2 万余亩，迄今逾
250 年，是目前秦巴山区考
古发现的面积最大、 保存
最完整的清代梯田。 近年
来， 汉阴县积极调整农业
产业种植结构， 聚焦生态
农业产业，通过抓点示范、
以点带面和复合种植等措
施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生产
工作，为促进农业增产、农
民 增 收 打 下 坚 实 基 础 。
2023 年 ， 全县种植水稻
8.95 万亩，预计产量 40454
吨。 其中漩涡镇凤堰古梯
田种植 9578 亩，预计产量
3946 吨。

赵华斌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杰）9 月 1
日，旬阳市交通局邀请市人大、政
协、市委督查室和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召开“两案”办理工作
汇报座谈会，对该局承办的 53 件
“两案”办理正式进入答复阶段。

近年来， 旬阳市交通局作为
“两案”办理的重点单位，始终秉
承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理念， 确保
让每一件建议和提案有着落、有
回音。 在今年的“两案”办理过程
中，该局创新推行“三个三”工作
机制。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 做到
“三个明确”。明确组织机构，及时
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成立“两案”
办理工作领导小组， 确保办理工
作分工到位、具体到事。明确承办
责任，制定“两案”办理三定方案，
落实与代表委员沟通率、 及时办
理答复率、 代表委员满意率达到
100%，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催办，
夯实承办责任。明确工作时限，严
格办理时间节点； 二是强化沟通
协作，做到“三个结合”。 坚持“两
案”办理与工作能力提升相结合，
实现 “提”“办” 良性互动， 实现
“问”“答”精准互动，确保把握关

键问题、精准政策衔接，杜绝答非
所问，杜绝避重就轻，不断增强办
理实效。 坚持具体包案与领导包
片相结合，通过上门走访、邀请来
访和集中座谈等方式， 做细办前
沟通、做深过程联系、做实办后征
询，不断提升办理满意度。坚持沟
通交流与政策宣传相结合， 针对
代表建议、 委员提案关注度集中
的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做足政策
分析，做足政策宣传，努力争取代
表、委员的理解和认可；三是强化
督导落实，做到“三个到位”。落实
办理跟踪到位， 坚持做到符合政
策支持的能办即办， 不能立即办
的制定办理规划，逐步办理，中短
期办不了的寻求替代办法跟踪办
理，并积极做好沟通解释。落实行
业管理到位，坚持以办促改，力求
做到办理一件、解决一批、完善一
类，不断健全管理机制，推动工作
走向更高水平。 落实及时回复到
位，坚持做到办理流程规范，答复
文本规范，严把答复程序、文字审
核关，做到回复内容专业详实，回
复时间迅速及时， 回复结果满意
称心。

文明实践点亮乡村夜生活
通讯员 聂艳秋

旬阳交通局高质量
推进“两案”办理

锦 绣 凤 堰“丰 ” 景 如 画

宁陕县住建局日前组织志愿者开展全民反诈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提高群众对各类诈骗方式的鉴别能力和自我防范意识， 现场发放宣传
资料 500 余份。 王辉 摄

“今年以来， 明显感受到身边的无障
碍小细节更多了。经常路过的高架桥增加
了无障碍电梯，路面原来有 5 厘米左右高
差的地方改成了坡道，很暖心。”因幼时摔
倒导致左侧手脚行动不便的上海市民朱
蕴青说。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9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
门性法律。当前各地无障碍环境建设现状
如何？ 下一步将如何加强这项工作？ 记者
在北京、上海、江苏、天津等地进行了实地
探访。

人性化服务：“有爱”的“无碍”

如何让残疾人、老年人更好地参与融
入社会生活？ 到广场上打打牌、去公园散
散心、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答案或许
就在这一个个“有爱”的人性化服务中。

中心花园 3 个台阶入口改缓坡，花砖
改为透水砖……今年以来，上海静安临汾
路街道场中路 1011 弄居民区有了些 “微
变化”。

“这样的改造提升， 不仅提高生活便
利度，还提升我们参与社会活动的信心。”
68 岁的居民蔡老伯出行依靠电动轮椅，
以往每月到小区老年活动室参加支部组
织生活时，面对门口的三级台阶需要年轻
人帮忙搬抬，总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一个
人出行更加轻松。

“欢迎来到玄武湖无障碍花园， 前方
为寻味园……”这是今年 5 月底江苏南京

对外开放的首个无障碍花园，建在玄武湖
公园内，设置了多处无障碍游览点。其中，
寻味园内种植的香水薄荷等植物具有明
显嗅觉特征，配合感应式语音播报，增强
了视障人士逛公园时的体验感。

在北京西城区德胜街道政务服务中
心，记者看到，政务大厅门口改造了出入
口坡道、 规划了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大
厅内设置了专用的低位服务台、无障碍卫
生间等；还为听障人士配备了手语视频翻
译设备，有专业手语老师为听障人士提供
手语翻译服务。

除了公共场所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
一些地方还积极推进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工作。

9 月 1 日，家住江苏苏州吴中区长桥
街道的高龄老人李老伯家格外热闹。 原
来，经过几天施工后李老伯家的卫生间焕
然一新，街坊邻居们纷纷来参观。

“我家就我一人住， 以前洗澡都得跨
进浴缸洗，很不方便。 ”李老伯说，社区民
政工作人员上门了解适老化改造需求后，
很快就改好了淋浴房， 还加装了洗浴椅、
防滑扶手等。 “小小改造解决了困扰我好
久的问题！ ”李老伯高兴地说。

智能化改造：生活的品质

智能设备 24 小时照看空巢老人和残
疾人身体健康，为智力、精神类残疾人发
放防走失设备……除了人性化服务，一项
项智能化技术改造也在提升着残疾人、老

年人的生活品质。
天津东丽区海颂园社区是近年来新

建的高层住宅小区。 2022 年，社区为精神
及智力障碍残疾人配备了智能定位手环。

海颂园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王馨培
向记者展示了智能定位手环的 “妙用”。
“就像专供精神及智力残疾人使用的 ‘电
话手表’，在与亲属手机绑定后，能够显示
残疾人的具体位置。”王馨培说，手环还设
置了 5 公里范围内的“电子围栏”，只要一
出这个范围，亲属的手机就会报警。

深圳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深圳
市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发展规
划》明确将无障碍信息交流建设纳入智慧
城市建设在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智能机
器人等若干个成功立项的基础技术研究
项目和技术攻关项目中，通过项目立项和
资金资助等方式，支持深圳市无障碍信息
交流建设。

近年来，包括智能手机、互联网应用
在内的数字化服务，为很多人的生活带来
便利，却给一些残疾人、老年人带来了“不
会用、不好用”的困扰。

为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上海
静安临汾路 375 弄居民区近日开设了“银
智老年课堂”，就如何手机打车、网上预约
挂号、拍摄视频等实用生活场景为社区老
人设计了专属课程。

“以前只知道个大概，一直不敢试，这
回细节弄清楚了！ ”课程大受老年居民欢
迎。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吕文洁说，相关课
程会定期推出，希望帮助越来越多老年朋

友乐享智能生活。

全方位关爱：社会的温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将带动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无障
碍环境建设，一些地方对于下一步工作已
经有了清晰的目标。

天津市残联维权部干部周超介绍，今
年年初，天津市残联参与修订《天津市无
障碍设计标准》， 全面提高无障碍通行设
施、无障碍服务设施、无障碍信息交流设
施三类设施的无障碍水平，该标准预计明
年上半年发布实施。

北京市残联有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
将听取吸纳更多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群体
意见，统筹好“城”与“郊”、“新”与“旧”、
“建”与“治”的关系，形成一套完善的工作
制度、标准规范。

“公共服务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在竣工
验收前， 建设单位要积极听取残疾人、老
年人等特定人群的试用意见，确保新建无
障碍设施合格、管用、舒适。 ”深圳市残联
相关负责人说。

“每个人都会变老， 有温度的无障碍
社会对每个人都有益。 ”上海恒建律师事
务所首席合伙人潘书鸿说，全社会形成共
识来关爱无障碍人士，不仅是硬件设施不
断提升， 更应注重软环境和理念倡导，无
障碍环境建设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何磊静、梁姊、
邰思聪、邓华宁、李晓玲）

助残适老 “无碍”有爱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首日观察

本报讯 （通讯员 曾风鸣
胡 珈瑜 ）“供电服务真是越来越
周到了， 现在服务都做到家门口
了，真的是为民办实事啊。 ”平利
县城关镇东城社区居民看到国网
平利县供电公司员工忙碌的身影
不禁夸赞起来。

日前， 国网平利县供电公司
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社区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 向居民送去安
全用电知识，通过挨家挨户走访，

对社区内两个居民小区的电表、
电力线路情况进行排查、更换，及
时消除用电安全隐患， 让居民用
到放心电和满意电。活动中，工作
人员还通过发放安全用电宣传手
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居民广泛
宣传安全用电和节约用电知识，
排查处置用电安全隐患 9 处，发
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 40 余份，提
升了群众安全用电意识， 共同营
造良好用电环境。

国网平利县供电公司
优质服务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