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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冯诚）“以
前道路没有安装照明设施，晚上
漆黑一片。 现在安装了路灯，出
行方便了， 晚上还可以散步、跳
广场舞等，市民的生活质量得到
了大大提升。”近日，汉滨区江北
街道后张岭社区新安装 700 余
盏路灯， 点亮了市民出行路，市
民交口称赞。

后张岭社区的居民大多是
水电三局职工。 近年来，得益于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后张岭社区
辖区的老旧小区给排水管道、道
路、生活垃圾中转站、绿化、围墙
等经过改造焕然一新。但后张岭
社区辖区仍有 76 栋楼无物业小
区的楼梯道路灯未安装，成为江
北街道党员干部牵挂的大事。

江北街道包联干部李大安
经实地走访，积极向市乡村振兴
局争取相关资金，为该社区的无
物业小区安装路灯 700 盏。

江北街道后张岭社区
新装 700 余盏路灯

近日，旬阳市仁河口镇组织
全镇科级干部及 20 余名年轻干
部开展“充电赋能”培训会。

“大学毕业到参加工作，没
经历过公务接待、就餐礼仪等培
训，日常接待服务也是靠生活感
觉来。 通过今晚的培训，让我清
晰的懂得， 面对上级领导检查，
如何做好‘第一步’。 ”仁河口镇
年轻干部余成隆后会感慨。

乡镇事务繁忙，接触业务面
广，与群众打交道多，专业化技
能缺乏系统性培训，以往“大水
漫灌式”教育培训已不能满足高
质量完成。

去年以来，仁河口镇以“干
部作风能力提升年” 为契机，组
织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干部能力
培训夜学班，按照将干部拉到讲
台“练兵场”，尽展“台下功”，请
年轻干部看、 听年轻干部说、让
年轻干部做，促进了学习成果和
实践经验的内化、深化、强化，有
效提升干部的业务水平和工作
能力。

“以前都是制定课程安排什
么、学什么，现在是我们需要什
么，就给我们讲什么，以需求为
导向的‘点餐’模式让我精准‘充
电赋能’。”该镇党政办主任田哲
说。 仁河口镇探索出 “三单”培
训，结合打造特色旅游小镇等重
点目标， 开设技能提升型针对
“菜单”课程，坚持干部“缺什么
补什么”“点什么教什么” 的原
则，实施干部“点单”课程，为干
部“充电赋能”。

“课堂上的理论只学不练就
是‘花架子’，只有将理论贴合实
际，才能让培训更接地气。”该镇
组织委员冯雪萍介绍，“去年，我

们与旬阳市委组织部联合举办
干部擂台比武，对基层年轻干部
的‘提笔能写、开口能讲、问策能
对、办事能成’进行了一次全面
测试，清晰、直接的凸显出自身
存在的短板弱项。 ”

近年来，仁河口镇不仅充分
用活用足镇域红色文化，组织年
轻党员干部前往赵长江红军烈
士墓红色教育基地缅怀革命先
烈，重温入党誓词，洗涤思想灵
魂，激发干事创业激情；组织党
员干部“走出去”，先后前往旬阳
市烈士纪念馆、 廉政教育基地、
劳模馆等红色文化基地学习，淬
炼党性修养。

“年轻干部要立足当前、着
眼未来，切实把加强学习作为政
治任务、生活习惯、工作责任、精
神追求,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乐
于学习，力求学有所思、学有所
悟、学有所得 ,持续提升个人能
力素养，在大有可为的年代大有
作为。 ”该镇镇长袁修发说。

迎着春日的暖阳，仁河口镇
村干部早已游走在田野、 庭院，
积极组织村民召开院落会、小组
会，动员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乡村产业。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持续深化
‘三个年’活动，围绕‘人品好、作
风硬、能力强’要求，不断加强年
轻干部的教育培养，注重压担锤
炼、注重严管厚爱、注重谈心谈
话，在‘长’与‘常’上下功夫，努
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 为民服
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的优秀年轻干部队伍。 ”袁修
发说。

本报讯（通讯员 姚杰）为深入推进水
环境综合治理，切实保障饮水安全，石泉
县中池镇扎实开展系列饮水水源保护工
作，推动辖区水源保护，守护百姓“生命之
源”。

强化水源地保护。 对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水域环境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掌
握水域内生活、 农业污染源排放情况、水
质情况、生活垃圾堆存情况等，对发现的
问题立即整改。 同时不断推进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按照相关要求，设立饮用水水源
地标志及隔离设施， 目前已设置 55 处水
源地的警示标志，建成隔离网 1800 余米，
对水源进行有效隔离保护。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 明确河湖长制目
标任务和工作要点，压实镇村两级河湖长
工作责任，健全责任体系。 镇村两级河长
认真按照要求每周对负责区域内河湖保
护工作进行巡查，全年巡查累计发现 8 处
涉及水源地保护问题已全部现场整治到

位；
加强保护水源力量。 中池镇各村成立

管水队伍，制定饮水安全管理制度，聘请
有经验、能干事的村民担任管水员，负责
巡查管理水源环境、 蓄水池消毒等工作，
镇村干部及时协调解决各类用水问题。 加
强水源地和供水设施设备日常巡查排查，
实现监测全覆盖。 目前，该镇农村人饮工
程均建立管理机制，53 名管水员每周开展
水源地巡查 ， 协调解决用水矛盾纠纷 6

次。
开展保护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悬挂宣

传标语、张贴海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
方式开展节约用水宣传，引导群众养成节
约用水、保护水源的行为习惯，营造全社
会惜水、爱水、护水浓厚氛围。 累计张贴
《农村饮水安全明白卡》2300 余份，悬挂宣
传横幅 5 条， 开展护水志愿服务活动 40
余次。

本报讯（通讯员 龚卓妮）深
夜， 刺耳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电话那头传来汉滨区关庙镇大
垭村村民陈某焦急的声音。 “书
记不好了， 我卡里钱没有了、我
卡里钱没有了……”焦躁的语气
让汉滨区应急管理局派驻大垭
村的第一书记向康立刻意识到
陈某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急忙
安慰道：“不要急，你现在往村委
会走，我往你住处走。 ”

向康立即叫上大垭村支部
书记柯贤良赶往陈某住处，路上
发现一束手电光亮在崎岖的山
路间快速移动，向康和村支书一
路小跑，同时脑子里快速搜索着
陈某家的基本情况： 脱贫户，今
年 58 岁，单身一人，一只眼睛残
疾，日常收入来源于政府相关政
策的补助、 养殖家禽和打零工
……，不禁让向康担忧起陈某往
后的生活、 钱是否能追回等问
题。

很快 3 人相遇，陈某急忙忙
地说道：“书记不得了了，我卡里
200 块钱没有了。 ”此刻向康内
心十分无奈，心想 200 元钱又不
多你急什么呀！可细想对于大山
里的农民来说，200 元钱那可是
养一只鸡一年的收入。 经过沟
通，了解到陈某平时喜欢手机支
付和网购，随后便查看陈某的手
机核对、汇总金额，发现银行卡
支出全是用于网购消费，并非其
银行卡遭遇盗刷等情况，至此 3
人都松了一口气。

随即向康和柯贤良就向陈
某详细讲解了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的相关知识和常见诈骗手段，
提醒他保护个人银行卡信息。而
后，采取广播、微信群、入户走访
等方式向村民宣传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等相关知识，筑牢反诈骗
思想防线，守护好群众的“钱袋
子”。

3 月 20 日中午，一阵阵掌声和叫好声回荡在整
个养老食堂，进出食堂的老人脸上都满溢笑容，这是
白河县茅坪镇田湾村老年幸福食堂出现的温馨一
幕。 老人三五成群围坐在餐桌旁，边吃饭边聊天，碗
筷的碰撞声、欢乐的交谈声，交织成一曲幸福的生活
乐章。

“村里有了幸福食堂后，我们顿顿都能吃上热乎
的饭菜，而且饭菜经常会有新花样，别提多好了。 孩
子们都说我胖了，精气神也足了。 ”提到幸福食堂带
来的幸福变化，老人胡长贵乐得合不拢嘴。田湾幸福
食堂已开业近 3 个月，平均每天有 30 名老人在食堂
就餐。 食堂建筑面积 110 个平方米，可供全村 30 位
60 岁以上老人用餐、娱乐。

“村里的空巢老人比较多， 我们走访时发现，他
们经常吃剩菜剩饭， 简单的吃饭问题不仅成了在外
子女的牵挂，也是老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难题，
建设幸福食堂成了很多村民期盼已久的民生大事。 ”
田湾村党支部书记陈绪虎说，田湾村共有 13 个村民
小组 1778 人，常住人口 980 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
人 396 人，分散供养特困老人 46 人。 由于不少老人
无法自己做饭，子女又忙于工作，吃饭成了大问题。
为了解决高龄、空巢老人用餐难问题，村党支部按照
党建引领、政府支持、村级主办、多元筹资的思路，积
极筹划建设幸福食堂，推行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搭建
党群“连心桥”，为村内部分老年人提供了就餐服务。
“在这里，我们以幸福食堂为载体，在满足老年人日
常就餐的基础上，围绕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开展了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茅坪镇镇
长郭飞说，百善孝为先，养老服务关系民生，情牵百
姓。

自从开设幸福食堂后，彻底改变了村内留守、独
居老人的生活。 幸福食堂的运营既解决了村里老年
群体的“就餐难”问题，也消除了老人子女的后顾之

忧，让幸福食堂飘出了“幸福味”。 另外，食堂还为老
人提供了棋牌室、休息室等，让老人在茶余饭后聊聊
天、下下棋、打打牌，丰富了他们的晚年生活。

走进食堂，一股饭菜香扑鼻而来。 宽敞整洁的
环境，种类丰富的菜肴，让老人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受幸福“食”光。 考虑到大多数老人的需求，在食材
把控上更加严格，食品种类上更加丰富多样，不仅
有香喷喷的包子、热乎乎的米饭等主食，也有色香
味俱全的各种菜肴， 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口味和
膳食要求。 同时，为推动助老食堂的良性运转，田
湾村不断完善助老食堂的服务功能 ， 为行动不便
的老人提供上门送
餐服务，提升老年助
餐服务质量 。 前来
就餐的老人纷纷表
示 ： “生活 很 方 便 ，
这样的话儿女也放
心 ， 也不用来回送
饭，饭菜的味道也不
错，不想来吃还可以
提前预订送到家。 ”
“忙活了一辈子 ，一
直都是我给别人做
饭，现在年纪大了腿
脚不方便，有了养老
助餐食堂，不仅便宜
还能配送到家，实在
是太方便了！ ”老人
余定坤说。

陈绪虎介绍，村
上的独居留守老人
较多 ， 结合国家政
策 ，2023 年 11 月份

开始筹备创建田湾幸福食堂，12 月 18 号食堂正式
开业。 与此同时， 茅坪镇不断延伸拓展幸福食堂功
能，融入志愿服务、休闲娱乐、医养健康、防诈宣传等
功能，形成“幸福食堂+N 项为民服务”的养老模式，
让老年人物质、精神生活得到满足。

据了解， 白河县茅坪镇田湾村幸福食堂根据不
同年龄的老年人实行梯次优惠。 一日三餐，90 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用餐，80 至 89 岁老年人每日 4 元，70
至 79 岁老年人每日 7 元，60 至 69 岁老年人每日 10
元。 平均每天 30 名老人在食堂内享受幸福“食”光。

老人在幸福食堂下象棋

老 年 人 的 幸 福“食 ” 光
通讯员 赵久刚

中池镇聚焦水源保护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筑牢反诈“安全网”
守护群众“钱袋子”

仁河口为年轻干部
“充电赋能”

通讯员 尤生银

“安康富硒茶已经入选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 同学们，我们每
一个安康人是不是感到自豪啊？ ”

3 月 25 日， 汉滨区晏坝镇新农人王璇为前来参观的小学生讲解茶
叶的相关知识，并带领孩子们全程观看、参与茶叶制作。

“学生们参与春茶农事活动，了解本镇茶产业，学习茶制作技术，提
升茶文化知识。 这样的实践活动，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开展，目的就是培
养学生知行合一、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的优良品质。 ”晏坝小学校长康义
说。

春分过后，清明节前，采茶制茶是汉滨大地主要的农事活动。
走进汉滨区晏坝镇，连片的茶园一眼望不到边。 趁着晴好天气，茶

农们早早来到田垄间，选择向阳坡面，较早长成的鲜叶加紧采摘。
“春茶比较珍贵，要采一芽一叶，不能大把地去抓。 ”村民魏泽莲说，

春光不等人，茶叶一天一个样，手脚麻利是必须的。 按照现在的价钱，一
天采 3 斤叶子，能挣两三百元。

茶叶企业加工忙、村民收入有保障。 在德润茶叶加工厂，10 多位工
人身穿白色工装，在杀青、揉捻、做形等工位上，紧张有序地生产春季第
一批绿茶。 企业负责人王璇介绍，受倒春寒影响，今年春茶比往年晚上
市十来天。 “但正因为晚熟，生长周期长，茶叶口感要比往年更好。 这两
天天气持续升温，发芽率越来越好，春茶订单已经超过 10 吨。 ”王璇说。

晏坝镇镇长周延科说：“茶叶是晏坝的主导产业，目前，全镇 1.52 万
亩茶园即将开园，广大茶农和十多家茶企，已经做好准备，将给大家献
上最优质的‘陕茶 1 号’富硒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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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思雨）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干部业务水
平，有力推动防返贫监测帮扶工
作走深走实，筑牢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础，近日，市乡村振兴局组织
开展全市防返贫监测帮扶工作
现场培训会。

据了解，此次培训邀请了省
农业农村厅 （省乡村振兴局）扶
贫监测中心负责人围绕“强化返
贫监测帮扶机制，守牢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主题开展政策业
务培训，重点解读了《健全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
指南》和《陕西省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工作导则》等政策文
件，对省防返贫监测预警平台进
行了演示介绍，现场解答了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工作中的五类常
见问题。 210 名市县相关部门、
乡村振兴系统及镇办业务骨干
参加培训。

我市组织开展防返贫监测
帮扶业务培训

体验茶叶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