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永明 郭峰）近日，省河湖长制工作典型案例编
纂名录中，汉滨区河湖长制工作榜上有名，被推广至全省范围。

汉滨区地处长江流域汉江水系，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
水源涵养区，近年来，汉滨区坚决贯彻落实各级河湖长制安排部署，全
面建立了区、镇、村三级河湖长制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结合
实际，探索推行“河湖长+警长+督察长+检察长+法院院长+护河员”的
“五长+一员”工作模式，对河湖管护机制进行了创新发展。 在制度优势
的强效加持下，汉滨区落实“三考、三述、三评”考核机制，激发了河湖长
制活力，促进了工作质效提升，实现了河湖长制从“有名有实”到“有能
有效”，掀起了管水治水护水新高潮。

在推行河湖长制之前，汉滨区也存在“九龙治水”的现象。 河湖治
理涉及多个行业监管部门和属地镇办，涉及水资源、水环境、水污染、水
生态等多项任务，因此存在“水域不管陆域、岸上不管岸下、上游不管下
游”等诸多问题，遇到职责不清或任务重叠时，就容易相互推诿，造成工
作进度缓慢、成效不佳。

现如今，铁腕落实禁采，汉江汉滨段采砂点位全部取缔、采（吸）砂
船只全部拆解，汉江恢复往昔的静谧；强力落实禁养，瀛湖库区汉滨范
围网箱养殖全面取缔，渔民转产上岸，有力促进了瀛湖及汉江的水质改
善；刚性落实禁捕，配齐配强执法队伍、拆解“三无”捕捞船只、选聘护渔
员，重点水域实现了“四清四无”；严厉落实禁洗，专项整治中心城区河
道洗涤乱象和不文明行为， 汉江靓丽的风景线提升了文明城市形象。
通过不断努力， 汉滨区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汉江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
持Ⅱ类标准，水环境质量位居全省
前列，接续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水源水质安全贡献汉滨力量。

汉滨区河湖长制工作
被省河长办列入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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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 63 岁的熊隆宝， 是白河隆勋农
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董事长。
自创办企业以来， 他始终坚持诚信经营，
从事生产活动坚持质量至上，从事经营活
动坚持信守契约，从事服务工作坚持优质
规范，树立了良好的诚信形象，在合作者
和服务对象中享有高度声誉。

熊隆宝幼年丧父，母亲一人含辛茹苦
养大兄妹 7 人， 他是家里唯一的高中生，
他从小就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贫
困的命运。 20 世纪 80 年代，他身无分文，
只身一人来到湖北省十堰市闯荡，从一名
建筑工做起。 在做小工期间，他身上的诚
实、守信、吃苦耐劳的品质慢慢展现出来，
在工人中渐渐树立了威望。 1993 年，十堰
柳林沟到天津路的路政项目因为利润少、
督查严，其他施工队都望而却步，熊隆宝
毅然接下了这个项目，就为了那句“做工
程不能只想着赚钱，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为保质保量地打造“精品”，熊隆宝亲
自参与设计图纸，每天早晨不到五点就起
床，和工人们加班加点，最终高质量地完
成了工程项目。虽然建筑工程市场竞争越
来越激烈，很多承包商无法承揽到工程项

目，可他的公司一年到头都有干不完的活
儿，营业额也是年年攀升，这完全得益于
公司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做让“业主放心”
的工程项目。

20 余年的努力奋斗， 熊隆宝终于积
攒了一定的家产，他毅然决定回家乡发展
种植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2012 年， 在白河县政府和相关部门
大力支持下，他成立了白河隆勋农林实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家乡白河县构扒镇
家扒村创办农业示范园，发展魔芋种植产
业。

自园区建立以来， 每年资金再紧张，
年底他想尽办法付清农民的工钱。由于他
的诚信，群众打心眼里敬佩他，每年年底
家乡农民宰杀过年猪时，家家都请他上门
吃饭。 为了增强和乡亲们的感情，他再忙
也要抽出时间去敬上一杯酒， 递上一支
烟，道声谢离开。

2016 年，为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他再次筹资 2600 余万元建起 4000 平方
米标准化魔芋食品加工厂。为降低群众种
植魔芋的市场风险，他挨家挨户与群众签
订保底价收购合同，免除了农户的后顾之

忧。 有一次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魔芋市场
价格也下降得厉害， 但为了那句承诺，熊
隆宝硬是贷款收购了农户的 10 万公斤魔
芋。 对有发展意愿的贫困户，他不仅免费
提供芋种，而且先后专门举办十几场魔芋
种植免费培训会，手把手教给他们种植技
术。 在他的带动下，目前白河县培育市级
魔芋园区 3 个、县级魔芋园区 3 个，种植
魔芋面积 2.6 万亩， 带动 1200 余户群众
就业增收。

带头创业的熊隆宝，还是一个热心社
会公益的人。在他园区上班的许多群众家
里困难，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看到这些家
庭里省吃俭用的孩子，他内心暗下决心要
做些什么。于是他尽自己所能关心贫困户
学子，先后帮扶困难家庭学子 10 余人，为
贫困大学生捐款 150 余万元。

说起他帮扶的学生，熊隆宝脸上难掩
喜悦， 不少他资助的学生都考上了好大
学。 2008 年熊隆宝第一次见到卡子镇的
刘丽（化名），看到这个由于家庭困难而长
期营养不良小女孩，熊隆宝心里很不是滋
味。 从刘丽上初中起，熊隆宝就开始资助
她上学，直到她从青岛大学毕业。 每次刘

丽从学校回来，都不忘给熊隆宝带上青岛
特产，去他家坐坐。说到这些，熊隆宝是既
骄傲又欣慰。

“做事先做人，诚信为根本。 ”这句话
时常挂在熊隆宝的嘴边，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人无信而不立，业无信而
不兴。 熊隆宝始终保持诚信之心，在人生
的道路上，用诚信散发出金子般的人格光
芒，夯筑起人生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2013 年 2 月，他荣获白河县年度“全民创
业标兵” 荣誉称号， 2016 年 3 月获得白
河县第四届“诚实守信”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2016 年 9 月他荣获第二届 “安康好
人”荣誉称号，2020 年 10 月荣获“陕西省
脱贫攻坚奋进奖”，2022 年 6 月荣获 “安
康市诚实守信模范”荣誉。

（市委文明办供稿）

连日来，汉滨区江北街道刘家沟安置
社区房屋屋顶漏水修复项目正加班加点
赶进度，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今年夏天日头最毒的正当午，总能在
刘家沟社区安置小区内， 看到跑前跑后、
汗水湿透衣衫的街道工作人员何林，和社
区工作人员一起实地走访， 询问社区群
众，勘察社区漏水屋顶的情况。 在及时奔
赴现场，多次查看，掌握了最直接、真实的
情况，倾听了群众心声后，何林与江北街
道主要领导一起， 向相关部门争取资金，
积极申报江北办刘家沟安置社区房屋屋
顶漏水修复项目。 该项目受益脱贫户 398
户 1881 人， 进一步保障了搬迁群众住房
安全，提升了群众生活质量。

刘家沟社区是汉滨区中心城区易地
搬迁“五大安置社区”之一。要切实做好刘

家沟社区后扶工作， 确保社区群众实现
“安居乐业”，最大程度满足搬迁群众生产
生活需要成了江北街道的工作重点。今年
4 月， 在江北街道主要领导的开会研究、
群策群力下，决定进一步实施刘家沟社区
建设“六小工程”及社区治理项目。 既“小
餐桌、小课堂、小超市、小库房、小菜园”等
为主的“六小工程”建设，融入文化，打造
“六小+服务”舒心社区。

“有了这块小地，吃菜就不花钱了。我
现在搬进小区住，也不慌了。 咱农民一辈
子最重要的就是有地可种，心里踏实。”从
瀛湖镇搬迁进社区的安置人员陈命红开
心地聊起属于自己的“小菜园”。

刘家沟社区利用周围村民闲置土地，
开辟三处“小菜园”，初步规划每安置户配
建 30 平方米，每年提供菜苗，解决搬迁群

众吃菜问题。 同步建设水井和灌溉池，解
决菜园用水问题。 截至目前，该社区共配
建 “小菜园”218 个， 爱心企业免费捐赠
1.3 万株菜苗，1006 人受益。 目前 “小菜
园”还在进一步扩建中。

社区建成后，同步引进市场主体开办
便民小超市，提供快递收发服务，方便居
民购物及电商服务。小超市也是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道德积分的兑换点，通过积分奖
励兑现，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社区治
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促进社区和
谐、居民融入。

社区还积极构建以小餐桌服务为主体
的社区助餐服务体系， 向搬迁群众中生活
自理能力较差的留守老人、 儿童等特殊群
体提供集中就餐、送餐服务。 同时提供棋牌
娱乐、读书看报、短时休息场所。

刘家沟社区还在小课堂定期开展各
类普法宣传讲座、新民风文化宣传教育活
动，开设道德讲堂，评议道德模范，树立先
进典型，培育新民风。

根据社区实际， 还建设小库房 60 平
方米，小晒场 150 平方米，并明确专人管
理，有效解决群众在楼梯通道、房前屋后
乱堆乱放问题，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小区
管理水平。

“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融得
进’， 这是我们打造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
发展思路。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相关部门的倾力支持下，在江北街道的
合力配合下，我社区将进一步积极推进后
扶项目建设，帮助搬迁群众安居乐业。”刘
家沟社区书记刘兴文说。

走进白河县的农村，有许多民间老手艺人，能用竹子编器物的手艺
人却并不多，经过四处打听得知，在白河县茅坪镇枣树社区二组，73 岁
的侯祖达仍然还在坚持做竹编蒸笼。

侯祖达 21 岁拜师学艺，学习竹编技艺一年时间，得其师傅真传，加
之个人悟性好、用心学，逐渐掌握了手工制作蒸笼的诀窍———裁、劈、
剖、削、撕、匀、刮等十余道工序以及粗、细篾货的全套编织技法。因为技
术娴熟、手艺好，慢慢地侯祖达在当地开始小有名气。

听侯师傅讲述，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具有工艺价
值、观赏价值、实用价值的竹编制品，竹蒸笼的特点是蒸汽不倒流，是蒸
包子、馒头、农家过客的首选。

不锈钢蒸笼和竹木蒸有相当大的差别，竹木蒸笼合理结合了木头
与竹子的优良特性，用传统手工艺经高温、蒸煮等特殊处理精制而成，
是绿色环保产品。

侯祖达也有自己的忧虑。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制作竹蒸笼耗时
耗力，也赚不了几个钱，很少有人愿意学习这门手艺，而自己的子女也
都是从事其他行业。 如今，蒸笼制作手艺正面临失传的困境，对于自己
50 多年的手艺，侯祖达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希望有年轻人愿意跟着自
己学习，把这门非遗老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本报讯（通讯员 李正）“给水到户的事情到底谁来牵头，整个费用
怎么筹集，工程怎么实施、怎么合理分表……”冬日的清晨，汉滨区新城
街道教场社区骆家庄区委家属院内， 居民群众一个接着一个提出了犀
利的问题，有的支持赞同、有的满腹牢骚、有的情绪激动、有的本着看热
闹的心态冷眼旁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研究后，教场社区工作
人员将大家现场提出的问题一一给予了圆满答复， 并拟定了切实可行
的破解办法，现场的居民群众纷纷点头，最终达成了共识。

近期，市区组织部门、市委老干局立足本职倾心帮扶，盯紧民生领
域急难愁盼问题， 指导教场社区党委着力构建红色联盟促进物业服务
和小区治理，从解决问题入手，建立“一会三议”运行机制，即通过“单元
事单元议、楼栋事楼栋议、小区事小区议”，解决小区治理中的难点问
题，形成了党组织领导、物业公司服务、业委会监督的党建引领老旧小
区治理工作新格局。其中，“一会三议”让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
享，广受居民赞同，通过这种院落会，激活了辖区居民的主体意识，破解
了小区一个又一个治理难题。

安康城不大，“新老二城，东西二关”。 不大的城，四季
分明。 四季的痕迹在城中的各处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
式。

春天就不必多说了。 春寒料峭之际，沐浴在初春的阳
光中去看江边杨柳发出的嫩芽， 去东药王殿感受红墙映
衬下的桃花，去高新迎来满目的樱花。

夏季烈日炎炎，只盼行走在路上多一片荫凉。 这时候
刚刚被人们“诟病”的法国梧桐在兴安路、育才路、鼓楼街
等地为行人撑起了“遮阳伞”，让城里多了几处户外“空
调”。

秋天的城市除了风吹落叶， 最能提醒人们关于中秋
将至的除了商超促销的月饼，就是香溪路两侧的桂花。 一
边金桂、一边银桂，只要不下雨，太阳越晒桂花越是努力
地释放着自己一年一次的芬芳。

四季的收尾———冬季来了！ 城里并不是年年下雪，但
南环路的银杏在初冬之际的灿烂从不缺席， 吸引着人们
驻足欣赏。

南环路修通之前， 在印刷厂家属院路口是一条臭水
沟，往香溪洞去的左手边有一个堰塘。 堰塘里有菱角，小
时候常在初冬季节到塘边用木棍、枯树枝勾着捞菱角。 菱
角像一个牛角，顶上可以从小孔挖开掏里面的果实吃，晾
干了还可以用绳穿起来挂着玩。

现在南门的位置有一条土路通向香溪洞的山上，至
今还记得出了文武公社后眼前的那条土坡。

南环路分了三段，南环中路、西路、东路。 先通的南环
中路连接了文昌路到香溪路，臭水沟不复存在。 2005 年 7
月开工、2007 年 1 月通车的南环西路， 穿过了市委车库、
农校操场，成为一条贯穿了香溪路和陵园路的大通道。

南环路的三段中，数南环中路最具特色。 每到初冬时
节，站在南门十字，放眼向西，两侧挺拔的树干挂满了黄
灿灿的银杏叶，装扮着平淡无奇的道路。 转而向东，市人
大门前几棵粗壮的银杏树更是将人行道打扮成最具秋意
的画廊。

在岚皋县南宫山镇展望村，只要一提
起王世坤，认识她的村民都会不约而同地
竖起大拇指， 纷纷称赞她能干又乐观，把
一个原本充满苦难的家庭经营得井井有
条。

初冬的清晨凉意浸拂，趁着父亲和丈
夫还在休息，王世坤便拿起镰刀和背篓到
自家的田里割红薯藤，为家里养的 8 头生
猪准备饲料。 拾掇完地里的活，她又急忙
赶回家里准备午饭，照顾父亲和丈夫的起
居。“她把饭弄好了之后，端到桌上给老人
吃了，这才舀一碗递到我手上，以前还要
把孙子喂饱了，她自己才吃。 她一个人特
别恼火,很辛苦。 ”王世坤丈夫向守贵感叹
道。

1999 年， 王世坤的丈夫向守贵患上
了致盲性眼病，为了给丈夫治病，她不仅

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几万元
的外债。 为还清债务，她独自一人远赴山
西矿上务工，白天做饭，晚上开卷扬机，这
一干就是 11 年。 王世坤不仅将借的钱一
分不少还给了亲戚邻居，还供两个孩子上
完学。 她这才放下心，毅然决然回到家里
照顾丈夫和老人。

经历过苦难的王世坤变得更加乐观
向上、善良豁达，她不但把老人和丈夫生
活照顾好，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为
了维持家庭日用，她每年都要养上十头生
猪，烤上 1000 公斤酒，自家十余亩地种不
完就让给邻家种。 “现在也做不了其他的
活，身体也不是很好，就在家里烤点酒，种
几亩红薯，喂几头猪，一年有个四五万元
的收入，日子还过得去。 ”王世坤说。

王世坤的言行也影响到其后人，儿子

向诗权毕业后在浙江务工，深知母亲不容
易，在外总想着多干点、多挣点，以减轻母
亲的负担，逢年过节都会向家里打电话问
候、寄些钱，但作为母亲总不想让儿子过
多操心。 “我们自己想办法， 不问他们要
钱，尽量给他们减轻负担，因为他们都还
在创业，两个孙子又还小，所以哪怕我辛
苦一点也愿意。 ”王世坤说。

两个孙女在奶奶以及父母的言传身
教下，从小就懂得孝顺，只要有时间就会
给爷爷奶奶打视频电话聊天，给他们讲自
己在外边上学的经历。 一家人长幼有序、
其乐融融， 过着平凡而又幸福安宁的生
活。

王世坤在做好自家事情的同时，对村
里的大事小事也很热心，谁家有红白事她
都要挤出时间去帮忙，凡是认识她的人都

会被她这些行为所感动。
“王世坤作为一个女同志， 既要照顾

老的，又照顾小的，喂那么多猪，烤那么多
酒，非常辛苦。但凡左右邻舍有啥事，她第
一个来帮忙，在她的带动下，左右邻舍都
互相帮助、非常和睦。 ”邻居王泽菊称赞
道。

24 年间，王世坤用她柔弱的肩膀，扛
住了家庭的重担， 用爱撑起家庭的脊梁。
其事迹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她本人
及家庭先后获评安康市“自强标兵”、岚皋
县“最美家庭”。 今年，王世坤家庭又被评
为 2023 年度“三秦最美家庭”。“感谢组织
帮助和认可， 我以后会把老人继续伺候
好，把后人培养好，以后的日子定会越过
越好。 ”王世坤笑盈盈地说。

王世坤：用爱撑起家庭的脊梁
通讯员 张弛 杨洪力

本报讯（通讯员 王连全）为进一步发挥对辖区残疾人的救助兜底
保障作用，加大对困难残疾人的“主动发现”和快速响应能力，汉滨区老
城街道残联专干积极发挥日常走访和网格长“活户籍、活地图、活档案”
作用，及时关注辖区残疾人所思、所想、所盼。

老城办辖区现有持证残疾人 657 人， 残联专干在走访中加大对重
度、一二级困难残疾人走访力度，主动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建立台账。小
北街居民马先生 68 岁，无业、肢体一级残疾、身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妻
子 69 岁，无业、 多重残疾， 小儿子患有自闭症、视力一级残疾。家里的
收入主要靠马先生摆摊代写书信，收入微薄、度日艰难。在了解情况后，
残联专干及时上报社区落实他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 使他们的生活得
到改善和保障。

同时，老城街道充分发挥网格长“活户籍、活地图、活档案”作用。大
北社区网格长刘登荣在走访中得知，北马道居民李先生为残疾，在日常
生活中使用普通插座不安全也不方便，家里需要一个电源保护插套，于
是网格长将此情况上报区残联。经多方协调，为其家中安装了电源保护
插套。 大北街翁女士老年丧偶，一人独居，肢体三级残疾、行动不便，需
要热水器和扶手，网格长将此情况上报，及时为她安装热水器和扶手。
近三年来，老城街道已累计为 67 名残疾人进行家庭设施无障碍改造。

通过建立主动发现和快速响应机制， 老城办残联今年为 8 个盲人
按摩店申报奖补资金 30 万元， 为 8 名困难残疾人申请临时救助资金
18000 元，为 3 名残疾大学生解决上学费用 15000 元，真正做到把残疾
人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让人生闪耀诚信光芒
———记第五届安康市道德模范熊隆宝

安居新家园 乐享新生活
通讯员 刘小军 刘岩 朱远航

老城街道：让残疾人生活
有“爱”无“碍”

“五同”机制巧解社区难题

白河古稀老人的“无价之宝”
通讯员 赵久刚 图/文

城
里
的
四
季

通
讯
员

邹
遥
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