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瀛湖， 湖面弥漫着一片片浓郁的雾
气，如同人间仙境一般。 天蒙蒙亮，寒风裹着雾气
沿着山脊散开，人没走上两步，露水已从头发梢
开始滴落。

“上山当心点儿，早上露水多，路滑！ ”看着丈
夫远去的背影，妻子刘秀艳再三叮咛。 “晓得了，
天冷，你快回屋去。 ”摆摆手，生态护林员李辉印
背着热水壶，提着砍柴刀消失在迷雾之中。

在汉滨区瀛湖镇桥兴村一组的山林里，上山
的路有很多，唯独这条小路是属于李辉印，和往
常一样，他又开始了一天的巡山护林工作。 “我打
小就在这里长大，梁顶上的林子，山腰下的湖水
就是我的家。 ”大约 1 个多小时左右，李辉印便爬
上了山梁的一处高台， 明媚的阳光洒进了树林。
“进入冬季，稍不留神就把周围的茅草引燃，火势
就会迅速蔓延，很容易烧了周边的林子。 沿着这
个山梁我得去转一圈，哪个地方冒了烟子，我一
准儿能看见”。

防火，是护林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可远不止
这一件事。 一次巡山中，李辉印发现有几棵松树
叶子发红，老远一看，还以为被火烧了。 他赶忙联
系镇上，林业站派人进行了处理，得知松树发红
是因为得了松材线虫病。 看着稀疏的松林，李辉
印心里真不是滋味！

“松材线虫病是可以通过观察松树叶子颜色
的变化进行判断，你看现在是绿的，如果变黄，甚
至变红变褐色，十有八九就是得了这个病。 ”担任
7 年多护林员的李辉印指着一棵松树进行着科
普。

李辉印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因突发中
风导致老年痴呆，常年需要人照顾，生活的重担
都落在了李辉印肩上。 2016 年村两委考虑到李辉
印的实际情况，便将他纳入了贫困户，并安排他
成为村上的生态护林员，在生态惠民政策的帮扶

下，如今老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真是感谢
党的好政策啊，除了每年有护林员补助外，我还
把老房子拾掇了下，让媳妇开了个民宿，一年的
收入还可以。 ”李辉印满脸都是笑容。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从一个普通农民转变
成为护林工作的“行家里手”，文化程度不高的李
辉印付出了大量努力。 除了参加镇上里举办的生
态护林员业务知识培训外，他还积极学习林业相
关政策法规， 目前他已熟练掌握火情安全扑救、
病虫害防治等多项业务技能。

今年 7 月，李辉印在处置松材线虫病疫木过
程中不幸被电锯割伤了腿。 受伤不能护林巡山，
可把李辉印急坏了。 村干部让他在家好好休息，
护林的事情找人来分担， 李辉印却死活不同意，
他让媳妇代他巡山护林， 宁愿耽搁自家民宿生
意， 也不能耽误护林这件大事。
在他眼里 ， 护林员职责高于一
切！

随着智慧林业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李辉印的巡护工作也
有了新“花样”。“2021 年，汉滨区
林业局为我们每个护林员的手
机里安装了 ‘生态护林员巡护’
APP。 这个软件既能掌握我的位
置 ， 还能显示我一天的巡护路
线，遇到突发情况直接在手机里
就能上报，很方便”。

“实行生态护林员“双线、三
化”管理以来 ，全区连续数年无
重大森林火灾发生，被秦东地区
护林联防委员会授予“护林联防
先进县（区）”称号，乱砍滥伐、乱
征滥占违法行为年发生率大幅
度下降。 像李辉印这样履职尽责

的生态护林员还有很多， 他们战严寒斗酷暑，不
辞辛苦、兢兢业业，是安康绿水青山的真正‘守护
者’。 ”汉滨区林业局天保站站长刘来成说。

据了解，2023 年国家下达安康市脱贫人口生
态护林员指标 11566 个、资金 11566 万元。我市结
合乡村振兴和林草资源实际， 灵活运用政策，实
际选（续）聘生态护林员 19411 人，网格化管护林
草资源面积 154.7986 万公顷，实现了我市有林草
资源的 139 个镇办 1600 多个村普惠政策全覆盖。
截至 10 月底， 累计发放劳务补助 9600.6537 万
元，全部按月兑付到护林员惠农“一卡通”账户。

大山中总有这群人，以山为家、以林为伴，穿
过山岭、钻进密林、跨过溪流，脚下没有一成不变
的路线，心中却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正是这份坚
守，才让我们美绿家园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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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冯诚）为彻
底治理占道经营、 以街为市、乱
摆乱放等行为，汉滨区江北街道
以念好“管疏育”三字诀为抓手，
大力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从源头上消除安全
隐患。

12 月 9 日起，由江北街道主
要负责人带队，联合江北城管执
法大队 、江北交警中队 、江北市
场监管所、江北派出所、创文办、
市场办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及
晏台村 、寇家沟村 、临江社区工
作人员，凌晨 5 点 30 分至 18 点
间开展马路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定点巡查朱家巷路段，对马路摊
点经营者进行劝导，对车辆乱停
乱放行为进行制止，坚决防止马
路市场死灰复燃。

江北街道滨江便民市场位
于滨江大道中段，龙湾水境小区
隔壁，占地 4000 平方米，于今年
7 月开工建设，10 月正式投入使
用。 江北街道积极与马路摊点经

营者沟通协调，引导摊贩向滨江
便民农贸市场转移，从源头上对
马路市场实施有序疏导，实现从
“到处流动” 到 “营有定所”，从
“无人监管 ”到 “有序经营 ”的根
本性转变，达到市场经营和市容
市貌的“双提升”。 同时，采取“宣
传教育为主， 行政处罚为辅”的
方式，对马路摊点经营者进行全
覆盖宣教，现场宣传交通法律法
规及违法占道经营的危害性，同
时耐心做好政策解释，安抚部分
商贩情绪， 积极消除群众误解，
营造人人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
氛围。

“整治行动后， 如何保持常
态化，有效遏制马路市场乱象反
弹。 接下来江北街道将采取对朱
家巷实行定点 、定时 、定人的管
理方法 ，按照 “疏堵结合 ”“对症
下药”的原则，加强巡查力度，防
止反弹，确保马路市场取缔行动
取得实效。 ”江北街道办事处主
任胡兴宝说。

本报讯（通讯员 胡进） “如今
的小区路灯亮了、道路平坦了、环
境更好了 ， 我们住着越来越舒
心。”居住在汉滨公路段家属院的
70 岁海光明高兴地说 。 外墙粉
刷、雨污分流、绿化提升……汉滨
区老城街道居民们正感受着老旧
小区改造带来的幸福新生活。

近年来， 老城街道高度重视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把保障和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 建立上下联动
机制，积极与市、区住建部门和改
造区域居民沟通协商， 依托社区
网格，线上线下同步推进。通过协
商议事平台， 入户走访、 座谈交
流、现场会商等方式，充分听取居

民的意见和建议， 把老旧小区改
造由“要我改”变为“我要改”，让
改造内容和改造方案顺民心、合
民意，坚持改造与整治并举、建设
与管理同步，用心、用情、用力办
好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每件事，实
现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随着改造工作的持续推进，
西关社区辖区内 8 个老旧小区即
将迎来“大变身”，切实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老城街道将加
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 积极建立
完善老旧小区管理机制， 推动各
社区成立红色物业， 组建小区业
委会，共同维护改造成果，以“一
家人” 的身份共同推动社区治理
精细化，让辖区居民幸福感“原地
升级”。

在紫阳县城， 有一特殊的景观———那就是背画
夹和背背篓的多。

背画夹的多是因为紫阳是省美术家协会的写生
基地， 每年前来写生的画家和艺术院校师生络绎不
绝；背背篓的多是因紫阳是个山城，房屋依山而建逶
迤蜿蜒，上坡下坎参差不齐。 你若买了东西，用背篓
背利索自若。

这些来自乡村的“背二哥”，到了城里什么活儿
都干。 买了东西，他给你扛回家；换煤气，他给你背上
楼；抽油烟机脏了，他给你清洗……总之，只要给钱，
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苦活他们都干，十块二
十块也行，多给点他们也不嫌多，少给点也好商量。

那些年，他们在街头骑坐在背篓上揽活儿，有急活
儿，他们还会打上出租去抢生意；搬家、冲洗地板、转运
家用电器，再贵重的东西，他们不会给你丢失或损坏。他

们不贪图雇主的大财，只挣用汗水换来的小钱。
“背二哥” 们或十人或二三十人集体租住民房，

轮流买菜做饭，相互联系活计，却从不因为兜揽生意
而红脸吵嘴。 他们本分地挣着小钱，只要勤快，一个
月下来也有可观的收入，除生活开支外，其余的钱带
回家供孩子上学和养家糊口。 凭借着艰辛的付出，有
的在老家修了房，有的在城里买了房或门面。

小小的紫阳县城，因老屋石巷而古朴，因山城少
女水灵而迷人，因了流动的“背篓军”而显得颇有生
气和活力。 在运煤的汽车旁，在繁忙的建筑工地，在
车站月台，在河边码头，在民居的住宅楼道里，在县
城的大街小巷， 到处
都有他们劳动的身
影， 已经和这座山城
融为一体。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子懿）“这个月你家挣的
积分可真不少哩！要兑换点啥呢？ ”白河县麻虎镇
金银村超市负责人边给村民办理积分兑换边说。
这正是金银村的治理“法宝”。 自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以来，麻虎镇启动积分制管理，激发
群众参与积极性，集中力量攻克污染难点，不放
过任何卫生死角，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持续推进
乡村“颜值”不断提升。

该村的积分超市在征求全体村民意见后开
始筹建，并在乡村院落会上对积分超市的兑换规
则进行讲解，动员村民踊跃参与。 “积分超市的积
分要是随意更改怎么办，谁来监督积分评议的公
平呀！ ”“就是呀， 超市会不会对熟人有所偏袒
呀！ ”……在院落会上，村民纷纷对积分超市的评
议流程持质疑的态度， 认为该项政策华而不实。
为此该村两委班子成员决定在每次院落会上公
开评议结果，公示个人积分数，同时附带照片线
索，做到一周一总结，半月一观摩，一月一通报，
主动接受村民监督，以此保证积分的公正性。 金
银村安排专职员对“积分超市“进行监督管理，对
每一次兑换记录在册，与此同时专职员根据村民
的需求，更新补充实用性高、需求性高的生活用
品。 通过创新积分制管理、公开积分数、兑换生活
用品等一系列措施。 一方面促使村民见贤思齐，
勇争先进； 另一方面让评议结果接受民主监督，
树立标杆，让人信服。 在积分超市的激励下,如今
的金银村家家扫干净，户户摆整齐，人居环境持
续提升。

村民得知政策后，纷纷将自家的废品、随手
捡到的垃圾统一上交村委会，村委会给予对应的
积分，当积分到达一定额度时，村民即可去前往
积分超市进行兑换。 “村里的这个政策真好，家里闲置的废纸壳扔了舍
不得，卖又没卖不了几个钱，现在有了积分超市，就好多了。 ”刚刚兑换
完生活用品的张世田惊喜地说。“可不是嘛！之前路边垃圾随处可见，现
在道路两边干净得很！”其他村民附和道。金银村党支部书记杨章勇说：
“东西虽少不值啥钱，但这是一份荣誉，拿到商品的都是金银村的先进
模范。”金银村将积分超市与垃圾分类相结合，以“户分类、村收集、镇运
输、县处理”的模式，把垃圾分类回收纳入积分管理，通过积分兑换生活
用品，进一步让环保理念走进村民的生活日常，真正实现美丽家园、人
人共建、人人共享。

让群众吃上安全水、放心水是水利人
的初衷。 近年来，汉滨区水利局坚持一手
抓守底线、防风险，一手抓谋发展 、促振
兴，狠抓农村供水运行管理和镇村饮水工
程管护责任落实，不断探索完善长效管护
机制和“汉滨供水”品牌塑造，进一步提升
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该局的“总站统管、分
站专管”模式荣列全省农村供水创新发展
十大典型案例，向全省推广。

构筑安全供水防线，提升安全
饮水保障能力

今年，该局共实施巩固衔接饮水安全
改造提升工程 12 处， 主要实施小型供水
工程标准化改造、管网延伸和老旧管网更
换，解决季节性缺水、雨季水质浑浊等问
题，目前已全部完工，极大提升了全区农
村供水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开展春秋两季
敲门入户大排查，共排查问题 12 个，经积
极整改已动态清零。

汉滨区共有 7 个区域供水分站和 39
处水厂，该局积极开发公益性管水员岗位
920 个，有效解决了村组小型供水工程无
人管的难题。 并积极争取，将公益性管水
员补贴标准由每月 800 元提高到每月
1200 元，进一步稳定管护队伍，提升管护
质量。 通过集中培训、跟班轮训、现场观
摩、分片教学等方式，不断提升农村管水
人员业务水平及服务能力。 截至目前，共

组织开展业务技能培训 66 场 2325 人次。

厚植供水优势，探索安全饮水
管理办法

为不断压实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三个
责任”，该局先后出台了 9 项规范性文件，
对工程管理制度、组织模式、运行维护、水
源保护、水质管理、水费收缴等各个环节
做出明确规定。 同时，按照扶贫资产管理
要求，及时将村组小型供水工程确权移交
镇办，发放了“两证一书”。 并率先将农村
饮水安全管理纳入镇办目标责任考核，共
同发力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持续提升供水
保障能力和群众满意度。

该局及时修订《汉滨区农村供水工程
维修基金筹集管理实施细则》， 分年度争
取中省市各类维修专项资金，筹集的维修
基金实行“专户储存 、集中管理 、专款专
用”。 今年 7 至 9 月，受强降雨影响，造成
汉滨区多处小型农村供水工程水源、管道
等供水设施严重损毁，影响临时供水人口
9700 余人。 该局联合区乡村振兴局印发
了《关于切实做好汛期农村饮水安全保障
工作的通知》，按照“先通水，后完善，先应
急，后长远”的原则，科学有序组织水毁修
复工程， 争取各类水毁修复资金 215 万
元。 对于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现场采取
措施恢复供水；对于损毁较为严重，短时
间内不能恢复的，现场制定临时供水方案

和抢修方案，按照管理权责组织临时供水
和抢修恢复。

依托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建设，该局
积极构建“智慧水务系统”，实现厂站自动
化管理和无人值守，不断降低整体管理成
本。 通过厂站运行实时监测、供水全流程
综合调度分析，为供水规划、运行维护和
应急处置等提供强大的基础数据和技术
支撑。全区 39 个直管水厂，均达到有办公
用房、有消毒净化设施、有院场、有绿化、
有围墙、有视频监控的“六有”标准。

同时，为有效防范化解风险，该局常
态化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敲门入户
大排查，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农村安全饮
水问题基本实现动态清零。 精心编制《汉
滨区农村供水应急预案》《直属水厂供水
应急预案》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安全饮水保障方案》，
分类分级落实农村供水突发问题的监测
预警、处置措施、应急保障等工作，统一制
定了《镇级供水应急预案》《村级供水污染
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参考模板，指导镇
村结合实际完善实施，保障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

运行管护是工程发挥效益的关键，是
群众是否满意的根本。该局采取汉滨供水
运行管理实践， 创新提出一支队伍抓监
管、一套制度抓管理、一笔资金抓维护、一
个系统抓监测、一组预案抓保障的“五个
一”长效管护机制。 切实解决了“有人管、
有制度管、有钱管、动态监测管、应急保障

管”的问题。

共享供水红利，充分发挥供水
工程效益

该局通过实施“确权、量权、赋权、活
权”的量化赋权试点工作，将单村或组级
小型供水工程经营管理确权到村委会或
供水协会，使小型安全供水工程“有人管、
能管好、长受益”。将 39 处千人以上联村、
联镇水厂确权为国有资产，成立了汉滨区
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安全供水站两
块牌子一套人马规范化、 公司化管理，委
托各区域供水分站聘请专职人员对规模
水厂进行专业化管理，健全制度，确保水
厂日常运行、维护有人管、能管好、保障有
力， 为改善农村群众人居环境和品质生
活、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发挥积极作用。

该区现有农村供水工程 5503 处，供
水人口 78.86 万人。 其中 20 人以上集中
式供水 2036 处，供水人口 76.48 万人；20
人以下分散式供水 3467 处 ， 供水人口
2.38 万人。全区农村常住人口安全饮水全
部解决，饮水安全达标率 100%，自来水入
户率 100%，集中供水率达 97.02%。

老旧小区“改”出生活幸福感

拧紧安全阀 喝上放心水
———汉滨区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工作纪实

通讯员 李永明 周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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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 城城““背背 篓篓 军军 ””
□ 程楚安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玲玲）为
加强安康中心城区市容环境管
理秩序， 不断提升城市品位，营
造干净、整洁、安全、畅通的城市
环境，汉滨区针对安康中心城区
机动车占道乱停放、兜售物品等
占道经营乱象，将开展为期一百
天的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整治行动按照“还道于
民、还路于车”的目标，重点针对
占用城市道路 （泊位 ）、人行道 、
公共区域等自发形成的机动车
兜售水果占道经营问题，采取强
化宣传、有序疏导、集中整治、长
效治理等手段，通过持续深入整
治， 彻底解决占道经营问题，实
现市容市貌美观 ， 道路安全畅
通，达到城市整体秩序明显提升
的目标。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截至
2024 年元月底， 分摸底宣传、集
中整治、 巩固提升三个阶段，先
对中心城区机动车兜售水果占
道经营乱象进行排查摸底，全面
登记 ，建立台账 ，利用多种形式
开展整治宣传， 强化宣传教育，
宣讲法律法规，劝导占道经营者
自行撤离。 再由汉滨区创文办、
区城管执法分局、 区交警大队、
属地街办等组成的联合执法组，
采取联合执法、集中整治的方式
全面清理取缔机动车兜售水果
占道经营乱象 。 专项整治结束
后， 将落实专人常态化监管，严
防反弹。

安康中心城区开展机动车
占道兜售物品百日整治行动

清清晨晨，，他他们们聚聚在在紫紫阳阳县县城城西西关关等等活活儿儿。。 拍拍摄摄于于 22000011 年年

背背篓篓军军揽揽活活儿儿从从不不挑挑挑挑拣拣拣拣。。 拍拍摄摄于于 22000044 年年

没没活活儿儿了了，，坐坐在在背背篓篓上上歇歇息息。。 拍拍摄摄于于 22000000 年年

妻妻子子刘刘秀秀艳艳陪陪着着李李辉辉印印一一起起巡巡山山护护林林。。

江北街道重拳出击
整治马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