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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洁）汉滨区老城街道创建办日前牵头组织老城
城管执法大队、市场监管所、相关社区等，对辖区内夜市摊贩占道经营、
乱设摊点油烟污染等现象进行联合整治，规范夜市市容环境秩序。

行动中，整治组多点发力，重点巡查，集中整治。对重点区域的夜市
餐饮店占道经营等问题全面摸排， 了解了违规问题发生的集中时间及
路段，依法依规对餐饮经营户进行宣传劝导，引导摊贩主动履行保护市
容环境卫生责任。同时针对夜市内部及周边露天烧烤油烟污染、私设灯
箱广告牌等问题，开展全时段、全方位巡查，要求摊贩在指定区域内规
范经营，使用无烟烧烤炉具或油烟净化设施，禁止私设灯箱广告牌。 此
次整治，出动执法人员 20 余人次，规范整治餐饮经营户 40 余家，有效
遏制了夜市违规经营现象。

以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由
环境变革推动农村生产生活变革是“千万
工程”的开篇之题。农村环境整治点多、线
长、面广，这项工作到底怎么干？平利县西
河镇党委政府在实践中立足镇情找到了
自己的答案，那就是要用好三件法宝。

整治顽疾 扫好“自家门前雪”

“现在每天下午走到街上， 感觉舒服
多了。 以前到处都是乱搭的棚子，不仅看
着不美观，还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拆了感
觉街道都宽了不少。 ”西坝村民柯美森口
中的拆棚子，是自 8 月中旬起西河镇启动
的开展私搭乱建彩钢棚（房）专项整治行
动。 动员会上，西坝村党员魏玉明做了表
态发言，他表示：“俗话说，村看村 、户看
户，群众看党员干部，作为一名党员，我愿
意第一个拆除超市门前的彩钢棚，给大家
起个好头，我全力支持配合镇村工作。 ”

镇村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在
专项整治行动中，顶烈日、冒酷暑，日夜奋

战， 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
加快了拆除进度，截至目前，已累计拆除私
搭乱建彩钢棚 38 户。通过下硬茬对违规搭
建彩钢棚彻底拆除， 不仅纠治了多年来的
“顽疾”，集镇面貌也得到了有效改观。

今年以来，西河镇常态化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清扫活动，积极动员发挥党员
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让分布在各村组的
党员不仅扫好自家“门前雪”，也要管好他
人“瓦上霜”，为改善村容环境多多献计出
力。 同时，积极召开院落会，通过入户走
访、网络宣传等形式，最大限度发动普通
群众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引导群众切实
改变思想观念，逐渐由 “要我美 ”转变为
“我要美”，已经在全镇初步形成了“支部
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浓厚氛围。

产业先行 种好“特色小菜园”

党平安是西坝村监委会主任,2022 年
他将老房子进行了简单的粉刷和翻新后
开办了主打农家特色菜的农家乐 “平安

居”。院子前不仅有河水潺潺、竹林掩映的
景观,房前草坪上能休憩品茶 ,菜园子、果
园子还可以采摘体验。

几年前，党家院子及其周边还非常脏
乱差。近年来，西河镇立足实际，坚持把乡
村整治与小菜园、 小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紧紧抓住特色小菜园这个“小切口”，组织
村干部带领村民对农户院子进行美化改
造，统一风格，引导农户利用美化后的院
子开设农家乐、兴办民宿、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不仅美化了环境，兴旺了产业，更富
裕了乡亲。

如今的党家院子，房前屋后的菜园和
果树将房舍周围装扮得绿意葱葱 ，门口
拾掇得整整齐齐 ，盛开的鲜花显得生机
盎然……目前， 已经有各类农家庭院 20
余户，真正实现由人居环境“面子美”转变
为产业发展、群众增收“里子美”。

群治群享 树好“一面小红旗”

“屋里屋外都明亮整洁， 厨房也很干

净……恭喜，你家在这次卫生检查中得分
97 分！ ”巾帼岗评比员谭胜鸿在每月的例
行检查中对一户人家说道。

环境改善乡村美， 人人都是主人翁。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关键是要依靠群众。
近年来，西河镇着力打造“群事群议、群治
群享”环境整治模式，通过“巾帼岗”评比、
流动红旗发放等制度，动员组织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来。坚持建立
健全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机制，
每月开展环境卫生现场检查评比，依托道
德评议常态化开展“星级文明户”“最美家
庭”等评选表彰和积分奖励，给先进户颁
发流动红旗，鼓励引导他们带动更多人积
极投身到人居环境整治中来，以“小家净”
“小家美”带动“全面净”“全村美”。

同时，西河镇一手抓奖励，一手抓督
查， 镇里组建了镇督导组每月督查一次、
问题反馈一次、排名通报一次，做到以查
促改、以督促效，实现从“一处美”转变为
“处处美”，从“一时美”转变为“长久美”。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永明 王腊梅）汉江安康湖形成
后，为确保安康湖水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汉滨区水利
局加大河湖管理力度，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锚
定目标持续发力，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解决好涉
水生态环境问题，为安康湖构筑水生态安全屏障，让一
江好水造福一方百姓。

为进一步提升安康中心城区一江两岸河湖的管理
水平，从 7 月份开始，汉滨区水利局集中人力开展河湖
环境持续集中整治，用实际行动擦亮河湖底色。全局共
抽调 120 余名干部职工分布河湖区域进行巡查管护，
开展河道洗涤、放牧、不文明垂钓和游泳等劝导活动，
确保可视范围内无河道采砂、 无挤占河道、 无垃圾漂
浮、无乱排乱倒等问题，营造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有序、文明的河湖环境。

在此基础上，全面排查整治解决突出问题，注重结
果转化，巩固整治成效，统筹推进河湖环境整治，强化
重点任务落实，抓好“一江两岸”环境整治、清“四乱”、
溺水等 6 个方面进行专项治理。 一是在安康中心城区
“一江两岸”、月河、黄洋河等重点河段 30 个点位建设
智能监控设备， 并将监控接入智能化水域监测管理平
台，实现防溺水、水位上涨预警监测，做到实时监控、实
时存储、实时预警、实时警告、实时语音驱离；二是重点
加大假日期间安康湖旅游河湖环境保障治理， 清理杂
草、垃圾等障碍物，确保救援通道畅通无阻，有效整合
党员干部、护河员、护渔员、志愿者等力量，提高巡查频
次和覆盖面，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监管，努力营造安康湖
良好的水域环境；三是坚持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白天与
晚上相结合、工作日与假日结合、专项治理与依法治理
相结合，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的河湖问题
线索，严厉查处涉水涉河违法案件 10 余起，形成严管、
严控、严查、严罚的高压态势，切实维护河湖的管理水
平； 四是虚心听取离退休老干部对安康湖管理的合理
化建议，组织 50 余名离退休干部畅游安康湖，让更多

人关注安康湖，
享受安康湖的
水色，激发保护
安康湖的热情
和干劲。

本报讯（通讯员 齐红娟）“市农
业农村局家属院有一棵杉树枯死，
院内的银杏树和蜡梅树等由于常年
自由生长，和电线离得很近，不仅影
响美观，也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威胁
到周边居民的安全。 ”近日，汉滨区
新城街道香溪社区了解这一情况
后， 第一时间向市政园林处递交了
《移植、 砍伐城市树木/临时占用城
市绿化用地申请表》，同时汇报给了
创文帮扶单位和小区归属单位。

市市政园林处现场查看后，对
枯树进行了细致地勘察， 评估了切
割的难度和风险，和归属单位、社区
及帮扶单位制定了修剪方案。 10 月
18 日 ，市农业农村局 、香溪社区和
创文帮扶单位配合， 对枯死树木进
行砍伐、对银杏树等树枝进行修剪，
并将修剪下来的枯树、 枯枝及落叶
等杂物进行了彻底清理， 确保了小
区居民的通行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段申方）自开展“千万工程”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百日攻坚”行动以来，白河县卡子镇药树村以“三拆四除”为重点开展
整治，以点带面助力乡村人居环境提升。

走进药树村，乡村小道宽阔平坦，房前屋后干净整洁，缆线横平竖
直、捆扎齐顺，一改以往密密麻麻犹如“蜘蛛网”的杂乱现象，让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

为解决空中“蜘蛛网”这个难题，药树村“两委”积极向帮扶单位中
核集团及相关部门汇报争取资金支持， 与县四大通信运营商沟通对接
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形成村企合力开展专项整治新局面。 连日来，施工
队按照“坚持标准、分清主次、梯次推进、全面覆盖”的要求，重点对 528
省道沿线架设无序、私接乱拉、废弃线路予以统一拆除、捆扎、集中整
理，确保走线布局清晰，面貌整洁。

“房前屋后以及头顶密密麻麻凌乱的线路消失不见了，湛蓝的天空
清晰可见，打雷闪电也不怕了，现在行走在马路上既舒心又安心！ ”药树
村村民张康说。

“蜘蛛网”整治工作，清的是线，除的是乡村的“皱纹”，提升的是乡
村人居环境。 卡子镇药树村将明确四大通信运营商铺设线路，确保“三
线”走线规范有序，从源头上防止“三线”杂乱问题复发。 同时，整合村
“两委”、志愿服务队、公益岗和网格员等力量，加大人居环境整治“百日
攻坚”整治力度，切实以辖区治理“精准度”换取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通讯员 唐升铧 储毅）10 月 21 日，一对夫妻将书有“危难
时刻施援手 救命之恩永铭记”的锦旗送到汉阴县水利局，献给施以救
命之恩的杨磊等 3 位水利干部手中。

“多亏当时水利局的几名好干部，在我们发生坠车时，他们跳下河
坎及时救援帮助，我和我媳妇才能幸免于难，特别是几名干部做好事不
留名更是让我万分感激， 我是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救命恩人是县水利
局杨磊和他的同事。 ”刚从“鬼门关”逃过一劫的彭某夫妇提起重阳节发
生的事情，至今还心有余悸，惊魂未定。

接过群众手中的锦旗，杨磊说：“区区小事，不值一提，我是一名退
役军人，在被困群众有困难时，理应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同时，我还是
一名水利人，当群众需要帮助之时，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而已。再者，
我更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身先士卒，才能无愧‘共产党员’这一
光荣称号。 ”

西河用好“三件法宝”打造和谐秀美新农村
通讯员 梅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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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街道规范整治夜市摊点

干部下乡施援手 群众获救送锦旗

药树村告别空中“蜘蛛网”

走进白河县冷水镇洞子社区亮博源
社区工厂，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亮的工作
间和整齐干净的流水线，生产车间内呈现
一派繁忙景象，员工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缝纫、平整、填充……一双双巧手在缝纫
机前上下“飞舞”，不一会儿，各式各样的
毛绒玩具便制作成型了。

住在冷水镇洞子社区的陈定波，便是
该工厂中的一员。 在这之前，陈定波因孩
子年龄小，没办法出来工作。今年 7 月份，
亮博源社区工厂落户冷水镇洞子社区，她
就来报名上班了，不到一周，一些操作技
能她就掌握得很熟练了，如今，月工资也
能拿到近 3000 块钱。

“孩子还在上幼儿园， 放学了一个人
放在家里，我也不放心，我在厂里上班的
时候，把孩子放托管中心 ，有人照看 ，还
有老师辅导作业 ， 能让我安心上班 。
工厂中午有午餐 ， 不用回家做饭 ，也
挺方便的 。 ”谈及工作 ，陈定波满脸笑
容地说道 。 据悉 ， 该工厂配套建有员
工餐厅、员工宿舍、儿童托管中心等场所
设施，免费提供午餐、幼儿托管、住宿等保
障服务。

家住冷水镇兴隆村的刘明琴也是这
儿的员工。 过去，由于本村没有合适的就
业岗位，且住得离集镇较远，导致就业成
了刘明琴的难题。 亮博源社区工厂的建

成，解决了她想在家门口就业的难题。 工
厂免费为员工提供集体宿舍， 宿舍内床
铺、热水器、空调配备齐全，直接可以拎包
入住，让员工住宿问题不再难。

“我的两个孩子都工作了， 孙子也不
需要我带，我每天在家也没什么事。 这个
工厂按计件计酬，多劳多得，前几个月还
有保底工资，我做得快做得熟练，每个月
能拿 2000 多块钱，既能给孩子减轻负担，
逢年过节我还能给孙子包红包嘞！ ”57 岁
的何深春高兴地说道。

亮博源社区工厂吸纳的大多是附近
的女性劳动力， 年龄从 20 多岁到 50 多
岁。过去，由于要照顾家里老人孩子，这些

家庭妇女没办法外出工作，如今，家门口
的社区工厂， 不仅实现了他们的就业愿
望，还解决了吃饭、住宿 、照顾小孩等问
题，让员工们能安心上班，实现挣钱顾家
两不误。

近年来，白河县冷水镇立足发展实际
和就业需求， 以引进社区工厂为抓手，帮
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 截至
目前 ，共有社区工厂 15 家 ，吸纳群众
就地就近就业近千人 。 下一步 ，白河县
冷水镇将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 持续
加强跟踪服务保障和优惠政策落实，
全力为企业发展、 群众就业创造良好环
境。

社区工厂带来家门口的幸福生活
通讯员 周紫薇

①10 月 25 日，在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三义井社区，学员（中）在京剧戏曲表演课上练习。
②10 月 25 日，在湘潭市雨湖区广场街道建设社区，学员在非洲鼓课上练习。
③10 月 25 日，在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三义井社区，学员在二胡课上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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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学校让“银发一族”老有所乐

近年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为丰富“银发一族”的文化生活，开办老年学校 17 家，开设班
级 80 余个，设置舞蹈、形体、非洲鼓、声乐、器乐、京剧戏曲表演、插花、视频剪辑等课程，累计吸
引学员报名近万人次，助力老年人提升精神生活品质，让“银发一族”老有所乐。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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