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 旬阳市紧紧围绕搬迁社区党组织 “评星晋
级、六好双优”建设任务，全面实施“强基、护航、聚力、暖心”
四大工程，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实施强基工程，建强新堡垒。 对全市 181 个易地搬
迁安置点党员、 党组织和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情况进行
重新摸排，建立易地搬迁安置点党建工作台账。采取单
独、联合、挂靠组建党组织和选派党建指导员、设立群
团组织等方式， 在 300 至 500 户以上的搬迁安置点单
独组建党组织 6 个， 其他搬迁安置点党员均就近纳入
村（社区）党组织管理，选派党建指导员 163 人、第一书
记 9 人，成立群团组织 79 个。

实施护航工程， 提供新服务。 不断深化移民搬迁
“双向三线”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即对搬迁对
象实行户籍地与安置地双向管理，对三类户建立“户籍
地、安置地、帮扶干部”三条帮扶联络线，实现监测帮扶
无缝对接，闭环管理。 积极推动组建业委会，选聘专业
物业公司，大力实施公共服务提升和“六小”工程，已建
成小菜园 20 余亩、小厅堂 550 余平方米、小库房 400
余平方米、小超市 13 家，设立电动车充电桩，开通搬迁
社区到城区公交车，将便民服务、电商服务、物业服务、
老年儿童关爱、社区综治等融为一体，为群众提供全过
程的优质服务。

实施聚力工程，发展新就业。为每个搬迁安置点配
备就业创业信息员，精准摸排搬迁群众的性别年龄、学
历结构、技能特长、就业意愿等情况，多措并举拓宽渠
道，精准对接促进就业。 今年以来累计开展技能培训 5
期 510 余人次。借助市人社局“114”数字化就业服务平
台，累计实现转移就业 3400 余人次。盘活安置点资源，
持续推动开办毛绒玩具厂、 服装厂、 电子厂等社区工
厂，累计吸纳 716 余名社区劳动力就业，真正实现“楼
上居住、楼下就业”，促进搬迁群众就业致富。

实施暖心工程，创造新生活。选优配强社区“两委”
班子成员，4 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党组织书记平均年
龄 36 岁。 积极整合资源，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志
愿者服务站、党员活动室、学习小课堂、矛盾调解室等
功能部室， 严格按照现行标准落实社区干部补贴和党
建工作经费、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确保社区党组织“有
人干事、有钱办事、有阵地做事”。 定期组织文艺演出、
运动会、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暑期儿童托管班等志愿
服务活动，真正让搬迁群众过得舒心，不断提升搬迁群
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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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俊秀，汉水悠悠，但要在这样一
个风景优美的陕南山区办一家企业，而且
还要发展下去，可想而知，道路充满着艰
辛。 刘鑫，在 15 年间连续向中小学校、困
难弱势群体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累计
达 60 多万元， 用他的爱心传递着一份份
温暖和希望。

年过 40 的刘鑫在儿时的记忆里，乡
镇人靠务农为生，没有其他增收副业。 他
1999 年高中毕业后，毅然选择远离家乡，
到外面闯荡。 “之前在北京、山西打工，下
过煤矿，当过送水工，进过工厂 ，送过快
递。 ”刘鑫说，自己骨子里就有创业基因，
少有安定下来的时候。 “奋斗打拼的生活
虽然充满着希望，但是长久离家在外不免
会有浓重的漂泊感，闲下来的时候就会想
老家的山山水水，回忆起小时候的快乐生
活，特别想尽快回到家乡。 ”

2007 年，在外打拼荡多年的刘鑫经

朋友介绍来到石泉 ，看到县城乡镇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刘鑫看到了
发展企业的前景 。 于是 ，接手了别人的
一个装潢门店 ， 并经过几年不断地发
展 ，成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石
泉县兴隆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
范围从打印、设计、到装饰施工 ，各种广
告的设计 、制作 、代理和发布以及平面
设计、标志设计、宣传册设计印刷等。 另
外 ，还有园林绿化工程 、市场营销策划
和企业形象策划 、 舞台艺术造型策划 、
展览展陈等业务。

刘鑫带领着企业一路前行，他也一路
思考，他看见经济社会发展中城镇乡村还
有许多困难，决定用自己的一份爱心为需
要帮助的人送去一份关怀和支持，用自己
的小爱汇聚大爱之中，让故土因自己的一
份善举而变得更加美好。

石泉县城关镇老年协会几位退休老

人坚持 15 年创办《石泉老人》刊物，编辑
发行了 50 期， 刘鑫看到许多中老年人喜
欢读 《石泉老人》， 他了解到印刷经费困
难，于是捐款近万元予以支持。 曾溪镇中
心小学地处偏僻，教学条件差，于是他便
捐献空调 10 台，捐赠教学机器人 3 套，并
联系电力部门为学校安装 200KV 变压器
1 台，解决了学校在教学中的困难。 城郊
派出所新办公楼建成后， 所里经费紧张，
他捐助 5000 元， 为派出所购买了办公桌
椅。在得知后柳镇汉阴沟村困难户吴祖兵
身患重病，生命垂危，送到上海大医院救
治，刘鑫及时垫付手术费 5 万元，使吴祖
兵转危为安。老城社区困难户李芳衣上大
学的女儿赵莹生活困难，刘鑫联系几户商
铺送去现金近 3000 元。 赵莹感动地说：
“你们的捐款不仅解决了我眼前的困难，
更让我看到了希望和未来，我将倍加珍惜
这份恩惠， 用良好的成绩回报你们的关

心。 ”到包联的后柳镇长安村送去扶贫帮
扶资金 5000 元……

走进地处石泉县城红花沟大道的兴
隆公司三楼，办公室摆满了市、县颁发的
爱心企业、优秀志愿者、优秀党员等各种
荣誉证书，一张大桌子，上面整齐地码满
了各种文件资料，刘鑫经常在这里与职工
商讨发展计划，共谋企业美好未来。 刘鑫
被选为中共石泉县委第十五、十六届党代
会代表。

俗话说，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奉献爱
心，传递一份生命的热度。 刘鑫说：“人善
良的本质是奉献，奉献果实，奉献爱心，每
当我们参加奉献爱心活动时就感到十分
的自豪。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应该是一个
互助的社会，在参加公益活动中既承担社
会责任，又在帮助他人，自身的价值也在
奉献中得到提升。 ”

本报讯（通讯员 刘洁）为扎
实做好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
有效控制和降低蚊蝇鼠蟑密度，
保障广大居民群众的身体健康，8
月 8 日起， 汉滨区老城街道全面
开展夏季病媒生物消杀工作。

老城街道积极组织辖区各社
区、 各单位全力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清除各类病媒生物滋生环境，
对垃圾贮存设施、楼道、广场、公
厕、 车库及易积水容器等进行清
理消毒， 从源头上预防传染疾病
发生与流行。同时，组织人员在便

民市场、老旧小区、居民院落、机
关楼栋等设置灭鼠毒饵站， 统一
进行鼠药投放； 利用喷雾器等消
杀工具对绿化带、垃圾投放点、卫
生死角、 下水道口等重点区域进
行全方位的药物消杀， 以确保病
媒生物防治效果。

通过此次活动， 有效控制病
媒生物的滋长。 给广大居民群众
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同时也
让居民群众对病媒生物危害性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形成人人“讲卫
生、防疾病、保健康”的习惯。

家 门 口 的 幸 福 味 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华丽）因
为一根晾衣绳， 汉滨区江北街道
张岭社区居民的幸福感明显提
升。 “小区内拉了公共晾衣绳，晾
被子方便多了， 也整齐多了！ ”8
月 5 日， 该社区三区居民陈大凤
高兴地说。

据了解， 该社区辖区居民楼
大多建于 80 年代， 房屋空间紧
凑、采光有限，居民随意拉线晾晒
的现象屡见不鲜， 不仅与小区环
境格格不入，也把文明“晒”在了
一边。尤其是老年人，习惯性将被
子、 衣物等随意晾在绿化带等公
共场所及设施上， 不仅影响小区
环境的美观，还埋下了安全隐患。
甚至因争抢晾晒“地盘”产生过邻
里纠纷。

为满足居民的晾晒需求，营
造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 社区干
部通过入户走访， 广泛收集居民

关于增设公共晾晒设施的意见建
议， 最终选定了 15 处村民需求
大、日照时间长、安装条件成熟的
点位安装了晾衣竿。

这一举措， 悄然改变了社区
的面貌。 居民王叔叔感慨道：“有
了公共晾衣绳，大家都规范晾晒，
小区的面貌整洁了， 居民心里也
亮堂多了。 ”一根公共晾衣绳，解
开了居民的心结。 一个个整齐划
一的晾衣绳满足了居民的日常晾
晒需求，让大家“晒”出了幸福感，
“晾”出了文明花。

此次晾衣绳的安装不仅消除
了小区内存在的乱挂乱晒现象，
帮助居民解决了晾晒问题， 还积
极引导居民遵守居民公约， 切实
营造整洁和谐的居住环境。 在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同时，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提升。

用爱心传递一份温暖
通讯员 戴新成

老城街道开展夏季
病媒生物防制消杀

8 月 7 日 8 时 09 分迎来立
秋节气。要“立秋”了，这字面上送
来的一丝丝凉意， 一时难消炎热
的暑气。 诗人郭小川曾说，“秋凉
刚刚在这里落脚, 暑热还藏在好
客的人家。 ”节气中的立秋，仍在
伏天，这时的暑热被戏称为“秋老
虎”，有民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
中午前后似烤火”。

立秋并不等于入秋。 民俗学
者、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
华说，就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立
秋只是进入名义上的秋天， 气象
学以连续 5 天的日平均气温降到
22 摄氏度以下作为秋季开始，按
这个标准， 我国很少有地方会在
立秋时马上进入真正的秋季。

今年的立秋刚好在中伏和末
伏内， 各地多少还会热上一段时
间。至于会热多久，要看气象因素
及其变化。好在毕竟已经立秋，大
暑节气期间的那种热会逐渐变成
午热与早晚凉爽相伴的情形。

立秋是由热转凉的交接节
气，算是拉开了“诗意秋天”的序
幕。古人对立秋情有独钟，不乏名
篇佳作。 “秋宜何处看，试问白云
官。 暗入蝉鸣树，微侵蝶绕兰。 向
风凉稍动，近日暑犹残……”唐代

诗人司空曙的这首立秋诗尤为精
彩， 诗中所描绘的初秋景象蕴含
着凉热交接与动静皆宜， 清雅有
趣。

熬过炎炎夏日， 人们更容易
产生食欲。因此，立秋期间的许多
民俗也多与饮食有关， 如 “贴秋
膘”和“啃秋”。

贴秋膘首选 “以肉贴膘”，用
吃肉的方法弥补夏日酷暑给身体
带来的“损耗”。 吃炖肉、烤肉、红
烧肉、焖肉、白切肉、粉蒸肉、狮子
头……烹调技法不同， 食材却都
离不开肉；“啃秋” 则是说在立秋
日里吃西瓜，一个“啃”字，表达的
是人们“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
美好祈愿。

“贴秋膘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
供充足的营养，补元气、强体力、储
动能，提高抵抗力和免疫力，但要
注意合理膳食和营养均衡，并需与
适量运动相搭配。 ”王来华提醒说

时至立秋年过半， 日月如梭
转瞬间。立秋，标志着炎热的夏天
即将离去， 也预示着金灿灿的收
获季节就要到来了。 愿每一个人
过往的辛勤付出都能换来满满的
新收获。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本报讯（通讯员 王青 胡铭国）“开
饭咯！ ”随着一声响亮的吆喝，一盆盆热
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餐桌……

近日，室外骄阳似火，室内舒适安
逸，位于汉滨区建民街道长岭诚信路社
区的 “孝义食堂 ”内 ，老人围坐在餐桌
前，一边聊着家长里短，一边享受着美
好的午餐时光。

为解决辖区老人“做饭难吃饭难”
问题 ，该社区党支部书记胡铭国先后
走访多家养老机构 ，不断探索社区养
老新路子 、新方法 ，让辖区老人老有

所依 ，老有所养 ，面向辖区年满 60 岁
及以上的老人提供中餐服务， 对行动
不便的老人食堂志愿者还开展上门送
餐服务。

“社区食堂的开放， 真的是给我们
这些老年人提供了方便。 ”“这儿的饭菜
又便宜味道又好。 ”“我每天来这儿都跟
回到自己家一样温馨。 ”谈起“孝义食
堂”，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幸福的笑容
洋溢在脸上。

此外， 该社区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满足居民需求。 针对学生无人做饭，中

午上班居民无法正常就餐的情况，开展
了一系列服务，让暑假班的学生、社区
工厂的员工享受就近及时就餐的便利。
同时，“孝义食堂”在保证餐品营养健康
的前提下，采取优惠价格，降低老人和
社区居民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时，“孝义食堂”还配套了老
年活动中心、图书角、健身器材等文化
娱乐设施设备，老年人不仅可以在食堂
吃到可口的饭菜， 还可以进行文娱活
动。

“我们依托社区养老服务站的资

源， 以社区网格员+社区志愿者+公益
性岗位为主要行动者，开展暖心‘孝义
义诊’‘孝义食堂’等公益服务，为居家
老人及特殊人群提供日常生活的‘硬支
撑’，让社区居民真正感受到小社区、大
家庭的温暖，真正体会到家门口的幸福
味道。 ”胡铭国说。

为解决搬迁群众子
女看护问题， 汉阴县铁
佛寺镇集镇社区开设暑
期公益课堂， 课程涵盖
书法、阅读、手工制作 、
益智游戏、 安全教育等
内容。

郑安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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