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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来，习习江风爽。 若要问安康中心城区何处可消暑，那当
然少不了一江两岸的河堤步道。 每当夜幕降临，吃完晚饭的人们络绎不
绝地来到江边，只为那阵阵江风带来的舒爽。

汉江穿城而过，犹如一条冰丝串联着一江两岸的夜景，温馨明亮的
霓虹灯如宝石般照亮美丽的那城那河。 置身一江两岸，三步一景，五步
一画。 霓虹闪烁的东坝汉江大桥下，时而彩虹跃起，时而金拱门浮现，画
舫穿梭其中满满的仪式感，桥上行人驻足任江风吹拂，情侣携手信步一
路向前，伴着灯光的节奏定格美好瞬间。 屹立于汉江之上 26 年的汉江
一桥，桥下的暖色、冷色灯光交织铺向汉江，犹如一幅锦绣立体图画，如
梦如幻。 在霓虹灯的衬托下汉江大剧院、西城阁、安澜楼、龙舟文化园、
水西门等交相辉映，东坝汉江大桥、汉江一桥、西津汉江大桥连接江南
江北，掩映在茂盛的草木之中的河堤、步道，微风吹动着波光粼粼的江
面，勾勒出令人如痴如醉的江风夜色图。 悠悠行驶的画舫、幽幽长明的
霓虹灯、建筑，让江景夜色少了一分躁动，多了一份恬静。

江景夜色更是消暑的乐园。 来一串滋滋作响的烧烤，吃一口色香味
俱全的油焖小龙虾， 举杯邀明月是美食爱好者的最爱； 来一杯富硒绿
茶，嘬一口冰饮，是三五好友相聚时的快乐；携上家人，追赶嬉戏的孩
童，是整个家庭的幸福；面朝汉江，和着伴奏，高歌一曲，是音乐爱好者
的释放；清风拂面，努力奔跑，是运动达人对健康的追求；怡然信步，驻
足拍照，是休闲一族的享受……

近年来，随着市政园林工作的持续开展，城市少了一些糟粕，多了
一些美好。 随着城市颜值的不断提升，带
了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 也为建设汉江
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打下坚实基
础。

本报讯（通讯员 刘正楚）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近日，旬阳市甘溪
镇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 进一步增强汛期突发事件应急反应和处置
能力，打好防汛“主动仗”，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堤”。

组织体系再压紧再夯实。优化完善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镇村两
级防汛应急预案及防汛工作方案，建立防汛应急指挥体系，形成党政齐
抓共管、逐级包保到位的责任体系，严格按照预案要求全面落实防汛工
作。 成立由民兵、退役军人、镇村干部等 25 人组成的应急分队，适时开
展应急演练，镇村累计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13 场，有效提升防汛救援能
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防得住。

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深入。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细抓
实汛期安全各项工作，形成镇负责人亲自抓、总负责，分管负责人具体
抓、抓具体的工作格局，着重对 15 个在册隐患点，1 个重点部位集中排
查，确保安全隐患排查不留盲点、漏点，并对排查出的地质灾害点和安
全隐患点进行“一对一”监管，随时做好应急准备。 同步入户走访群众，
向群众宣传讲解面对汛期和突发地质灾害时的注意事项、 应急处置措
施等。

应急保障再完善再提升。 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储
齐备足雨靴、雨衣、手电筒、卫星电话等防汛应急必备物资，并安排专人
看管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严格执行党员干部在
岗带班和值班人员 24 小时应急值守，严肃值班纪律，时刻保持应急状
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及时了解村情动
态，确保全天候信息畅通，一旦出现极端天气，第一时间科学高效应对
处置，全力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陈博）日前，一场由岚皋县委
文明办、县创文办主办的“孝义大舞台”巡演活动
在城关镇四坪社区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岚皋孝义善举多》、音乐快书《孝
义在岚皋》等节目精彩上演，这些以岚皋涌现出来
的孝义先进典型为原型改编的节目， 引得台下观
众掌声连连。 这是该县结合孝义善举培育 “十个
一”工程，通过典型培育、新风宣讲、志愿服务等措
施，加强孝义文化建设，推动崇德向善文明风尚走
深走实的一个生动场景。

该县积极开展移风易俗宣讲活动, 动员各镇
村 （社） 社区理论宣讲员担任文明新风 “宣讲队
员”,以群众身边真实的榜样讲述“身边事”,为群众
送去一堂生动的理论课, 引导大家从自身做起,抵
制红白喜事铺张浪费、 大操大办、 互相攀比等陋
习,动员群众以实际行动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
传播者和践行者。通过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岚
皋好人”“孝义之星”等评选活动，持续加大典型事
迹和精神品质宣传推介力度， 引导群众形成崇孝
重义、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全县形成了见贤思
齐、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 该县组织中小学召开孝义文化专
题班会、主题宣讲等活动 ,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还通过典型事迹宣讲、“孝义大舞台”巡演等方式，
营造孝义善举培育浓厚氛围；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站、所）作用，通过各镇村（社区）居民会
议、院坝会、村组会、文化惠民演出、入户走访等形
式广泛开展孝义文化宣传活动， 推动全县范围内
广泛传播和实践。

在此基础上，该县各镇以志愿服务为切入点，
广泛动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网格员组成孝义善举
志愿服务队，持续为辖区村（居）民提供人居环境
整治、健康监测、水电维修、平安建设、文化娱乐、
便民服务代办等志愿服务，让“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和孝义新风在全县生根发芽。

本报讯（通讯员 熊彬彬）汉滨区老城街道坚持党建引领，抓牢老城
街道鼓楼社区长兴国际广场小区、西关社区兴科金地小区、西大社区武
装部家属院等点位，开展基层治理工作，用红色物业这条“红线”串起小
区治理“同心结”，不断激活小区治理的“神经末梢”。

“我们设置了红色驿站，业主可以在这里借梯子、扳手等家里不常
用的工具，也可以在这里发布出租、出售信息，极大地方便了群众之间
的沟通交流。 同时，我们定期在红色议事厅召开‘四方议事’联席会议，
发动群众参与治理的同时凝聚共识。 ”7 月 4 日，兴科金地物业公司龚
经理说。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物业管理服务的质量关系着千家万户
的生活质量， 如何将群众呼声与基层治理工作着力点有机融合 ，是
“红色物业”一直探索破解的问题。 为了让“红色物业”持续高效破解
老旧小区治理难题，老城街道各社区积极指导小区成立党支部，汇聚
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力量，针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基础设施维护、小区停车难等诉求，以“四方议事”机制
逐一破解。

“我是党员，我也有义务完成党交给我的工作。”为了高效推动治理
工作，各社区邀请有口碑、有责任心、有能力的党员志愿者和热心群众
在各小区担任“楼栋长”“党员中心户”，发挥他们熟悉小区情况的优势，
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永明 郭峰）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暑假的来临，为
预防中小学生在暑假私自游泳等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汉滨区水利局提
高防范意识，构筑安全屏障，确保中小学生安全度过暑假。

该局以河长制为抓手，统筹安排相关部门对辖区内的河道、塘库等
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整改隐患点位，更新动态问题台账，
落实 585 个隐患点的管控责任，重点河段增设安全警示牌 120 余块。掌
握安全保障、防溺水工作落实情况，严格落实在涉水区域配备救生衣、
救生圈、竹竿等应急救援工具，同时加大对河道巡查执法力度，及时制
止和劝阻游泳、戏水、垂钓等不安全行为，走访镇村以及塘库管护人，发
放防溺水宣传单 2000 余份，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完善防溺水管护
措施，建立健全安全巡查机制，严格落实巡查记录，重点河湖和塘库做
到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 督促水利工程建设单位、河道采砂经营企
业、 水利风景区管理单位在河湖醒目位置设置标识标志， 建立明细台
账，落实责任和防护措施。在此基础上，联合区教体局、应急管理局等单
位在中小学开展了“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宣传活动，通过专业人士讲
座、知识竞赛、主题教育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高频词开
展预防“六不一会四知道”宣传教育活动，牢固树立预防溺水的安全意
识， 切实提高自救自护能力，
并以案为鉴、 现场互动等形
式，为师生们阐释防溺水的相
关知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马楠 陈敏歌）“以前
楼道灯不亮，上下楼很不方便，一到晚上都
不敢出门，现在路灯照到家门口了，晚上再
也不用摸黑爬楼了， 想什么时候出门就什
么时候出门。 ”7 月 4 日，看着家门口刚刚
安装好的路灯齐刷刷地亮了， 汉滨区江北
街道张岭社区居民赞不绝口。

张岭社区大部分居民楼是修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单位家属院小区，由于没
有物业入驻，楼道灯不是欠费就是故障，

现在很多灯已经不亮了。
今年初， 张岭社区把呼声强烈的楼

道灯问题列入社区为民“十件实事”。 近
期，该社区书记安排工作人员进行走访，
排查出不亮的楼道灯 600 余盏，其中包括
故障路灯和欠费路灯，针对欠费路灯，社
区工作人员深入各楼栋给居民做思想工
作。

“李阿姨，你看这楼道灯不亮多不方
便， 每户出个十几二十块钱， 灯也就亮

了。 ”社区干部耐心地做着思想工作。
“没有移交前这灯都亮着好好的，怎

么移交后就这么多事呢？ ”李阿姨很不耐
烦地说。

社区干部耐心解释道：“这楼道灯是
为了自己方便，怎么能让别人出呢，也没
多少钱嘛，就图个自己方便！ ”

“你说的也有道理，都是为了我们这
些老年人， 让你们费心费力地楼上楼下
跑，多少钱来着，我出！ ”

就这样一户一户地做工作， 该社区
楼栋公共区域欠费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
就剩更换故障路灯了， 最后由社区包联
单位市、区纪委、市公交公司出资 ，把不
亮的楼道灯全部更换。 社区还配备了 2
名电工，建立健全路灯管护制度，确保及
时对路灯故障进行修复， 为广大群众提
供舒心、安全的夜间出行环境。

一盏盏路灯的点亮， 不仅照亮了居
民的出行，也让群众的心里更加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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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溪镇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堤

汉滨水利局
构筑防溺水安全屏障

老城街道“红色物业”
赋能基层治理

他用 18 年的相濡以沫， 诠释着夫妻
间的温情冷暖， 他用男子汉的责任担当，
履行着不离不弃的婚姻誓言。他用一双厚
实的大手，操持着家庭的内内外外，用他
伟岸的身躯，撑起家庭的幸福港湾，他就
是家住紫阳县双桥镇苗河村的 “好丈夫”
邹成友。

“我家离他家近， 经常看到邹成友把
妻子背着出来晒太阳，外出看病，平时吃
饭都是你一口我一口地喂， 几十年如一
日，他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说到
邹成友，同村的王从兵啧啧称赞。

邹成友今年 61 岁，1988 年初， 通过
家人介绍，与妻子吴运学走进了婚姻的殿
堂，日子过得幸福甜蜜，年底便迎来了他

们的第一个儿子。 但好景不长，第二年妻
子吴运学便发现原来灵活的手脚突然变
得僵硬起来，时常肿痛，经医生诊断，患上
了类风湿关节炎。

妻子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抱着这样
的信念，邹成友带着妻子四处辗转，求医
问药，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但妻子的病
却越来越严重。 2006 年，妻子彻底瘫痪，
只能坐在轮椅上。从此，照顾妻子、养育子
女的负担便落在了邹成友一个人身上。

“邹成友家里的 10 多亩土地从未荒
芜过，他家的茶园也是管护最好的，家里
还喂的有猪和牛。 ”说起邹成友一家的生
活情况，邻居王从兵补充道。

为了养育两个孩子， 照顾好妻子，邹

成友靠着家里的 10 余亩土地、9 亩茶园
操持着生计，还养猪、养牛，靠着一双勤劳
的双手，撑起了整个家庭。目前，其大儿子
已在汉中结婚成家， 小儿子也已外出打
工。

邹成友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妻
子洗漱、翻身、按摩，一忙就是一个多小
时，将妻子安顿好了之后，才下地干活，操
持家务，每天连续外出的时间都不会超过
两个小时。

“邹成友真得了不起！ 照顾吴运学十
几年，非常有耐心，没长过褥疮，附近村民
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该村党支部副书记
王升贵谈到邹成友满是敬佩。 2018 年，在
村民的推荐下，邹成友被该村评为“好丈

夫”。
岁月辗转，18 年 6000 多个日夜，常年

操劳的邹成友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早早地
白了头发，看上去比同龄人要老许多，时间
在邹成友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皱纹。

“这辈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
照顾好她。”邹成友握着吴运学的双手，说
了一句简短的誓言，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18 年，并持续践行着。

如今，提到邹成友的“好丈夫”形象，
全村村民无不竖起大拇指。

一双筷子一碗饭 相濡以沫 18年
通讯员 储茂银 彭孝聪 王晓艳

江北街道点亮路灯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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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城城阁阁

夜夜色色中中的的画画舫舫

汉汉江江一一桥桥

街街道道夜夜景景

华华灯灯初初上上安安澜澜楼楼

沿沿江江步步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