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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汉阴县凤凰山迎来今冬首场
降雪，许多市民纷纷自驾上山赏雪。 凤台小学
学生周文棋在返回途中， 遇到了一只被冻僵
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耐心救助后，
这只燕隼平安返回了大自然。

当天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 周文棋一家
驾车行至汉漩路 14 公里处，一只蜷缩着的大
鸟挡住了去路，下车一看，是一只羽毛被淋湿
的野生鸟类，无论过往车辆如何鸣笛，这只大
鸟依然一动不动。

“它刚才在路中间不能动弹， 好像受伤
了， 车来车往太危险了， 我们得想办法救救
它。 ”周文棋一边将大鸟挪至路边，一边焦急
地说。

担心过往车辆误伤大鸟， 家长与汉阴县
林业局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后， 将这只鸟送往
林业局接受救助。 汉阴县林业局林政股干部
孟燃对这只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后， 确定这
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

工作人员说，燕隼是一种小型猛禽，平常
依靠在空中捕食昆虫、 小鸟和其他小型动物
为生，可能是因为近两天凤凰山的气温骤降，
才导致它在野外捕食时受伤。

在经过工作人员一夜的精心照料后 ，这
只燕隼很快便恢复了体力， 确定其已满足野
外生存的条件后，在凤凰山将它放归自然。

“感谢你们的引导和释法，解开了我们两家的心结，以
后我们会有事好商量，当好邻居。 ”白河县卡子镇卡子社区
四组村民黄某在镇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握着前来调解的
法官的手动情说道。

11 月 13 日， 白河县法院构扒法庭在一起诉前调解活
动中运用“一说两讲”机制，成功化解一起因土地界畔问题
引发的矛盾纠纷。

当事人黄某、董某不仅是同村近邻而且承包的土地林
地也相邻。 几个月前，黄某发现位于两家土地界畔上的几
十株竹子被人砍倒,遂与董某理论，引发积怨，经村委会多
次调解无果，走上法庭互为原被告，九月份法庭组织调解
失败。

鉴于此，进站法官立即联系卡子镇人大，筹划在镇人
大代表中心联络站运用“一说两讲”工作机制开展调解。 当
事人、法官、人大代表在人大代表议事室相向而坐，双方陈
述过程中，县人大代表黄琴敏锐地察觉到双方存在亲缘关
系，到法庭打官司并相互提出过分诉求，为难法庭，实为赌
气。 为了进一步验证判断，大家共同冒雨赴现场勘察，验证
了预判。 返回后在法官、代表的说服下，双方在调解意见书
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起历时半年的纠纷得到妥善化
解。

自 “一说两讲 ”工作机制运用以来 ，卡子镇人大本着
法、理、情融汇，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熟悉民情”
的优势，在法治框架内先后参与化解了群众与开发商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等涉法涉诉信访案数起， 切实加强诉源治
理，有力推动平安卡子建设。

安康人都知道付家河上面有一个八一水库， 说起八一水库不得
不提到它下游红颜色的倒虹桥。

倒虹桥把付家河的水分流到西路坝，浇灌农田，给安康人民做出
过巨大贡献。 由于时间过长，现已失去了以往的功能。 现在重建的黄
石滩水库成了高新区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今年 4 月因西康高铁 DK164+557 处与黄石滩水库东干渠渠首
倒虹竖井正交，需对东干渠倒虹进行迁改，这里的迁建也已竣工。 如
今的安康水利工程越发先进、完善，为保一方平安发展做出了应有贡
献。

邹武选 摄

走进石泉县熨斗镇中河村张远佰家的厕所， 只见墙面贴着漂亮
的瓷砖，干净卫生的冲水式蹲厕旁还有一个整洁的洗手池，和城里楼
房内的厕所并无二样。

“以前搭个棚垫两块砖就是个厕所，又脏又臭，还招蚊虫，现在改
成水冲式厕所， 只要用手轻轻一按水阀， 就清理干净了， 住着更舒
心。”“刚开始说改厕我还嫌麻烦不愿意改，村支书和驻村工作队亲自
上门给我们做工作，厕所改造以后，平时干完活，在家舒舒服服冲个
澡，一天的疲劳全消除，生活品质得到了提高。 ”从旱厕到水冲厕所，
从露天到室内，方便又干净的新厕所让张远佰一家感触颇深。

今年以来，石泉县熨斗镇以“秦巴风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定
位，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宝贵经验，把农村卫生厕所改造工作作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促进民生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逐步形
成镇抓统筹 、村抓组织管理 、组抓日常保洁的 “三级联动 ”工作
体系 ， 该镇将农村卫生厕所改造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相结合，
探索推行农户自愿按标准改厕、政府验收合格后补助到户奖补模式，
认真抓好改厕任务落实，切实提升工作效率，高质量推进农村卫生厕
所改造工作。

在改厕中，包户干部全程指导改厕各环节，并发动群众对改厕进
度、质量进行监督，以确保卫生厕所改造工作高质高效完成。 在改厕
后，对改厕修建标准进行严格的督查验收，规范验收程序和方法，及
时拨付奖补资金，做到改厕真实、资料扎实、程序合规、群众放心。 同
时，针对群众积极性不高、改厕推进缓慢等问题，镇、村两级通过广
播、院坝会、小组会、入户走访等方式，向村民宣传农村“厕所革命”的
重要意义、政策措施以及改厕的优点和益处，全面调动全村群众参与
改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要我改厕”为“我要改厕”。 截至目前，熨
斗镇全年完成改厕 62 座，验收合格 62 户。

“改厕看似小事，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小家’的厕所
环境改善，‘大家’的人居环境、生活质量随之提升，也体现了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石泉县熨斗镇副镇长杨洪洁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 储茂银）“虽然不在政务
中心的工作时间内， 但还是可以方便及时地
打印出营业执照， 不耽误我赶到安康市接着
签别的合同。 ”11 月 18 日早上 6 点半，紫阳
县城关镇环城路社区个体工商户金先生在
“24 小时自助政务服务区” 办理完自己急需
的一件政务事项后高兴地说。

为给群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紫阳政务
服务中心开办了“24 小时自助政务服务区”，
自助服务区投放了 5 台自助设备，并于 11 月
14 日正式投用， 能够做到全年 365 天无休、
全天 24 小时政务服务“不打烊”。目前可提供
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打印、 营业执照自助打
印、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打印、国家电网全业务
办理、 政务服务资料自助存取等多项便民服
务。企业和群众只需带上相关证件，在自己方
便的时间自助操作即可办理， 有效突破了办
事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

提升营商环境、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今年
紫阳县除了开展“全时段自助办”业务外，还
全力推进“全流程网上办”和“周末不打烊”政
务服务模式，目前汇总发布了第一批“全流程
网上办”事项 132 个，并制作了教学图文和视
频在微信公众号刊发， 指导群众在网上顺利
办理。同时，通过系统梳理，形成了《紫阳县政
务服务中心“周末不打烊”服务事项清单》，涵
盖违章查处、医保、农业农村、民政等各方面
的 71 个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 “周末不打烊”
服务。

“我们还将加强宣传推广，不断提升网办
事项的社会知晓率和应用率。 协调做好事项
办理平台的技术维护工作，确保‘全流程网上
办’网络畅通、系统稳定。并对涉及‘全天不打
烊服务’的窗口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进一
步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 让企业和群众满意
而归。”紫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石黎明
说。

“今年全镇财政收支情况如何？ 镇政
府在过紧日子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

“全镇美食产业发展情况怎样？ 今后
是怎样具体规划的？ ”

“如何巩固违规坟墓整治成果？ 涧池
公益性墓地建设情况是怎样的？ ”

......
11 月 22 日下午召开的汉阴县涧池镇

人大专题询问会上，20 余名县镇人大代表
和该镇领导班子成员、镇属及驻镇单位负
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政府效能、医疗保障、
文化服务、美食发展等群众关心关切的问
题开展专题询问。

会上，人大代表们采取“我问你答”的
方式提出问题，相关分管领导和行业单位
负责人围绕问题一一作答，代表提问直奔
主题、不遮不掩，行业单位答复务实具体、
实事求是， 既有对问题短板的坦诚回应，
也有对症结根源的深入剖析，更有对工作
整改的具体措施和郑重承诺。

“开展这次人大专题询问会让 ‘人大
之问’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使我们深
切感受到镇政府履行职责的决心，也让老
百姓更有获得感、幸福感，活动开展得非
常好。 ”与会人大代表陈明波翘起来大拇
指。

据了解，人大代表专题询问是该镇在
深化人大监督质效过程中长期坚持的一
项工作，每年围绕全镇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以及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问题，组织部分
人大代表开展工作询问。 本次专题询问会
上，人大代表共提出问题 11 个，收集意见
建议 18 条，该镇人大主席团将在梳理汇总
后，及时移交镇政府研究办理 ，确保将各
人大代表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建议落到实
处，真正把人大的庄严之问变为推动政府
工作的践诺之行，使“人大之问”更加“有
声、有色、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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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自助”让紫阳
政务服务“全天不打烊”

初冬倒虹桥

小学生热心救助冻僵燕隼
通讯员 文婷 徐欢

被冻僵的燕隼一动不动站在路中央

工作人员对其进行辨认

工作人员将其放归自然

说起刘运芝，紫阳县高滩镇双柳村的
群众都会竖起大拇指，夸一句“好人，真是
没啥可说的。 ”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人，家里
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全靠丈夫在工地肩
扛手拉赚点辛苦钱来补贴家用，一家人过
得清贫却也安宁。 2006 年一场意外，让原
本幸福的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

刘运芝的丈夫胡忠哲经朋友介绍到
福建福州一高速公路建筑工地干活，因为
加班劳累过度从高处跌落，导致身体高位
瘫痪，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下，对于整个
家庭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时看病医
疗、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操持繁重的家
务，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双亲，刘运
芝用自己柔弱得肩膀独自扛起了整个家
庭生活的重担，用大爱支撑着这个深重苦
难的家。

回想起那段难忘的日子，刘运芝的眼
角开始有点湿润：“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天
都要塌下来了。 ”原本在家里照顾老人孩
子的刘运芝得知丈夫出事的消息后，第一
时间赶到福州的医院，见到丈夫，她再也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着丈夫哭得撕心
裂肺， 想到未来的日子她就泪如雨下，丈
夫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全身瘫痪了，大儿
子刚刚 10 岁， 肚子里还怀着五个月的孩
子，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上有老下有小，
一家人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虽然对未来

很迷茫很无助，但她再也没有当着丈夫的
面流过眼泪，每天端茶递水，擦屎倒尿，只
有在深夜的时候偷偷抹眼泪。 转过身继续
无微不至的照顾丈夫。 她陪着丈夫在医院
里住了半年，出院后，她带着丈夫回到家
里， 一向好强的丈夫不想拖累刘运芝，倔
强地想赶走她， 让她重新去找一户好人
家，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身边的人也有
劝她趁着自己还年轻，离开这里的，但都
被刘运芝回绝了， 她说：“我们是一家人，
不管胡忠哲以后能不能恢复，他都是娃他
爸， 我不会离开， 我走了这个家该怎么
办！ ”刘运芝为了让丈夫有活下去的勇气，
让这个家庭继续走下去，她坚持生下了腹
中的孩子，用新的生命点燃了煎熬中希望
的火光，用爱和责任延续了打击与重担下
坚持不放弃的勇气。

刘运芝那个时候就暗自下决心，丈夫
虽然倒下了，但这个家不能垮，不管多苦
多累，她都要努力支撑起这个家，只要她
活着一天，这个家就不会散。 回忆那时候
刘运芝眼里泛着光，她说当时面临的最大
困难就是经济问题，工地老板赔付了部分
医药费，但对这个农村困难家庭来说只是
杯水车薪，丈夫出事后，家里没有了经济
来源，有老人要照顾，有两个孩子要养，丈
夫后续的康复需要巨额医药费，经济压力
像山一样压在刘运芝的身上。 东拼西凑向
亲戚朋友借钱给丈夫治病，为了方便照顾

家、为了填补生活开销、为了养家糊口，她
就在附近砂砖厂当小工 ， 每天挣上 100
元。

家里有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经济压
力只是一方面， 照顾丈夫是最大的挑战。
胡忠哲生活不能自理，小便需通过尿管导
出，还经常大便失禁，弄脏衣裤和被褥，天
晴的时候还好，洗的衣服和被褥当天就晒
干了，如果遇到下雨天，屋里到处全都晾
满了衣服被褥，就只能烤干。 为了保持创
面的干燥，避免长褥疮，刘运芝每天坚持
为他擦洗身子， 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在
外面干活到了两个小时， 就要飞奔回家，
帮丈夫翻一次身，再跑回去干活，常常累
得腰酸背痛，可再苦再累，她却从没想过
一走了之，也从没疏忽对家人的精心呵护
和贴心照料。 每天下班回来在做家务的间
隙将外面的新鲜事告诉他， 逗他开心，同
时她也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因为她坚信
一句话“知识可以改变一切，知识可以改
变命运。 ”所以，她坚持每天陪孩子写作
业，教育孩子早早养成勤俭节约、吃苦耐
劳、诚实善良的良好品行。 她希望孩子在
将来的学业上有所成就。 村里村外、左右
邻居提起她无不连连夸赞，称赞她既是一
个好母亲，又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媳，更是
一个对丈夫不离不弃的好妻子。

如今， 刘运芝的大儿子已经娶妻生
子，小儿子已经在读大学了，现在一家人

的生活慢慢好起来，也正是这种期望支撑
着她捱过了最苦最难的日子。 刘运芝说这
些年来她并不孤单，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关
爱一直支撑着她，党委、政府一直把她家
当做重点照顾对象， 给予了最低生活保
障、落实了残疾人补贴及护理补贴，在她
需要帮助的时候，她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
的温暖， 所以这么多年无论发生什么事，
她都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条件虽苦，
却并未让她放弃， 反而使她更加坚韧，刘
运芝用自己的爱凝聚着整个家庭，守护着
自己平凡而又温暖的小家。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天动地，凡人
微光、星火成炬，凡人善举、绽放光芒，她
是温柔而又坚强的， 平凡但却伟大的，她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自身的顽强意志和
善良淳朴的道德品质为孩子和这个家撑
起一片完整的天空，用多年未变的坚持和
真心，诠释着人间的善良与大爱，显示着
超越平凡的勇气， 闪耀着孝老爱亲的美
德。

刘运芝作为双柳村的“好媳妇”，被评
为紫阳县第三届道德模范、安康市孝老爱
亲道德模范。 相信这种爱一定会延续传承
下去。 （紫阳县委文明办供稿）

“我们是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