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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一大早，文化广场小区一业主来
到岚皋县城关镇西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社
区党支部书记邓崇明反映小区旁的背街巷道
长时间疏于保洁管护，堆积了不少垃圾，不仅
有损市容市貌，还影响了附近居民的出行。

据了解，该条背街巷道连接县城主要干道
和居民区，日常行人来往密集，因历史遗留问
题，并没有明确划入专门的保洁范围。

邓崇明了解情况后，召集数名社区志愿者
拿上清洁工具， 对业主反映的巷道进行保洁，
清理行人抛洒在绿化带里的垃圾，并树立提示
牌，提示过往行人爱护环境卫生，不要乱丢垃
圾。 与此同时，积极联系住建部门和环卫部门，
将这条路纳入保洁范围。

“跟邓书记共事快 4 年了， 社区治理中无
论多么棘手的问题， 他总能梳理出工作思路，
为群众解决愁事、难事，有他在，我们心中特别
踏实，他是我们公认的主心骨，也是我在工作
中努力看齐的好榜样。 ”社区干部陈永兰说。

在老北街马家堡巷道口，原先有一个消防
栓突兀地横亘在人行道中央，不时有转弯的车
辆行人发生剐蹭、 碰撞。 该社区将其确定为
2024 年“一年 10 件实事”，积极联合共驻共建
部门，启动改造工作。

“消防栓从原来路中央挪到井盖下， 并且
划了禁止占用的通道区域，这样一来我们出行
就更方便、安全了。 ”老北街居民马军说。

该社区常住人口 1.2 万余人， 其中包含大
量易地扶贫搬迁户和少数民族群众，社区管理
服务精细度要求就更高了。

为此，该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五同”工作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
务”模式，通过宣传引导、网格巡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建立居民基本
信息卡。 去年共梳理居民意见建议 95 条，解决房屋漏雨、供水管道
改造、物业服务等事项 20 余件，充分实现了“民意在网格中丈量、诉
求在网格中化解”。

“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负责的书记，非常关心社区里的一老一小
和困难群体，还组织联系在小区内安装了椅子、晾衣架、充电桩等便
民设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 ”陈家沟保障性住房小区居民陈才
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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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戴新成）近日，石泉县城关镇老年体育协会对谢
志文、王宝珍等 32 名老人进行表彰，分别授予他们“老有所为先进个
人”称号。

活动现场，该协会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共举办大小 150 多次文
体活动，参加省市展示演出、文化交流、户外运动、健康讲座等，不仅
丰富了中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也促进了中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助。
全年出版《石泉老人》4 期 4000 册，刊发各类文化书法摄影作品 800
多件。为会员办理各类证件、调解民事家庭纠纷、开展志愿服务等，让
中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便捷和美好。

受到表彰的罗慧兰、贾建兰、陈亚丽等人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扬
无私奉献精神，进一步拓展老年人活动领域，组织更多有益身心的文
体活动，丰富中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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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屈光波 张力 张江域）3 月 20 日，镇坪县钟宝
镇塘坊坝社区组织志愿者更新辖区 100 余套消防器材， 守护群众安
全。

据了解，塘坊坝社区是一个搬迁社区，有 5 个镇 14 个村 167 户
群众居住于此，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居多。
为此社区干部通过入户走访、 宣传防火防煤气中毒、 森林防火等知
识，建立安全隐患台账，组建 12 人的应急队伍，将 8 小时上班工作的
限时服务，改变为 24 小时的“延时”服务。 在日常巡查中发现 100 多
套灭火器即将过期，于是社区干部把更新消防器材列入 2025 年为群
众办理的 10 件实事之一，并迅速实施更换，预计 3 月底将全面完成
8 栋楼房 100 多套消防器材的更新工作。

本报讯（实习记者 张晶晶 通讯员 王腊梅）
3 月 22 日，汉滨区水利局以“推动水利高质量
发展，保障我国水安全”为主题，掀起第 33 届
“世界水日”与第 38 届“中国水周”系列宣传活
动热潮。

活动现场，汉滨区水利局在汉江龙舟文化
园设立宣传点主会场， 通过摆放主题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设置咨询台、布置竖式道旗
标语等方式，向市民普及水情知识、节水技巧，
解读节水用水相关法规政策，引导市民从自身
做起，共同守护水资源。

宣传活动还组织志愿者在汉江沿岸开展

巡河护河活动，沿江捡拾废弃垃圾，以实际行
动引导群众护河，保护水资源。

“此次活动不仅是宣传阵地的延伸， 更是
共治格局的构建。 ”该局局长马金乾介绍，他们
将继续深化“水利大讲堂”品牌建设，深入推进
水利普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水
行政执法培训、 线上宣传等一系列宣传活动，
广泛携手更多社会力量守护生命之源，让节水
护水成为汉滨
生态文明建设
的最美和声。

本报讯（记者 吴苏 通讯员 姜雪）近
日，我市召开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
设现场推进会， 通过实地观摩与经验交
流，系统构建“防救结合、平战一体”的现
代化应急管理体系，着力聚焦基层应急能
力现代化建设，破解“最后一公里”处置瓶
颈，为守护秦巴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
牢防线。

在汉滨区老城街道办和县河镇观摩
现场，数字化应急指挥平台实时呈现风险
点位动态，微型消防站与应急物资库实现

全覆盖，基层应急救援队伍现场展示了山
洪转移、初期火灾扑救等内容。 这些实践
成果印证了市应急管理局构建的应急体
系成效： 纵向建立市县镇村四级指挥平
台，横向贯通风险预警、隐患排查、预案演
练、应急处置、智慧支撑五大系统。

据悉，市应急管理局今年将实施“五
个能力跃升”行动，建好用好“纵向到底”
的市、县、镇、村四级指挥平台，建立扁平
化应急指挥体系，常态组织开展突发事件
紧急调度，持续开展应急演练、锻炼队伍、

磨合机制， 确保紧急时刻能够发挥作用；
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做实监测预警
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技能
培训，提升人民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坚持“综合+专业+社会”模式，
优化队伍布局，构建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
系，着力建设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
硬、本领高强的应急救援队伍；科学编制
预案、科学组织演练，提升多情境灾害事
故实时动态模拟推演业务能力。 要科学先
期处置，坚持力量下沉，以村组干部为核

心，增强群众组织力，及时开展自救互救，
将突发事件响应组织延伸至事件处置最
前端，不断提升一线应急能力；充实基层
应急专业力量，推动“智慧应急”和基层治
理有机融合， 建设基层应急管理数字平
台 ，做到 “一键启动 ”应急响应 、“一屏调
度”各级力量、“一图指挥”应急救援，实现
突发事件现场指挥调度“情报可知、事件
可视、事态可控”，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张会玉 罗显军 ）自启动
2025 年高龄补贴复审工作以来，汉滨区多措并
举，扎实推进复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 3
月中旬，全区高龄补贴复审完成率已达 85%，预
计在 5 月 31 日之前全面完成。

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 成立高龄
补贴复审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关于做好
2025 年全区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复审工作
的通知》，明确各级职责，形成区、镇（街道）、村
（社区） 三级联动机制， 确保复审工作层层落
实、责任到人。

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知晓率。 通过宣传单、
社区公告、微信朋友圈、居民群、短信提醒等多
种渠道，广泛宣传复审政策和办理流程，确保
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能及时了解并参与

复审。
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复审效率。通过简化复

审流程、 推行线上办理、 增设便民服务点等方
式，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的复审服务。针对行
动不便的老人，村（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上门
服务，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加强管理监督，确保资金安全。对新增到龄
老人，认真做好审核，对死亡、失联、户口迁出等
人员，及时按照规定在系统内停发、注销，防止
错发和资金流失，确保资金安全。

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工作质量。定期对各镇
（街道）复审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并督促整改，每周通报复审进度，确保复审工作
高质量推进。

我市系统构建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

汉滨区水利局掀起节水护水宣传热潮

钟宝镇更新 100余套
消防器材守护群众安全

汉滨高质量推进高龄补贴复审工作

“先对折，再对角，小小纸张变奇妙。”日前，在汉
滨区建民街道长岭诚信路社区儿童之家， 剪纸老师
一边轻声念着口诀， 一边双手灵巧地摆弄着手中的
纸张。围坐在四周的孩子们，目光紧紧跟随着老师的
手部动作，眼神中满是好奇。 不一会儿，一个个饱含
美好寓意的福字、一朵朵娇艳欲滴的小花，便呈现在
眼前。这生动的一幕，正是汉滨区文化馆剪纸老师传
授孩子们剪纸技艺的场景。

长岭诚信路社区居委会主任肖西平介绍：“我们
社区有不少对剪纸、茶艺、京剧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感兴趣的居民，但是一直缺乏专业的指导。 如今，借
助文共体子中心平台，开展剪纸培训，让有此爱好和
特长的居民剪纸水平得以提升， 也让居民对剪纸这
门传统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热爱， 在传承传统
文化方面有了更强的责任感。 ”

今年以来， 按照市区关于文共体中心建设工作
的要求， 建民街道全力推进汉滨区紧密型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共同体长岭诚信路社区子中心建设。 在建
设过程中，秉持“公建民营”的创新思路和“办公场所
最小化，活动阵地最大化，服务设施最优化”的工作
理念，充分整合资源，将社区工厂的闲置场地进行合
理规划与改造， 打造出功能完备的儿童之家与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同时，将场所统一纳入社区文共体
子中心服务设施体系，进行统一管理与调配使用，切
实解决移民安置小区文化活动阵地短缺的问题。

随着子中心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 目前已逐步
建成社区文化广场、百姓大舞台、文化服务中心等活
动场所，有活动室、培训室、阅览室、康复室、器材室、
多功能室等多个活动阵地，形成了涵盖舞蹈类、演唱
类、体育类、书画类、演奏类等多种类型的文化活动
体系，可满足辖区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和文化交流。

建民街道将继续秉承以文惠民、以文乐民、以文
育民的服务理念，配合落实好文化产品服务“点单”
“接单”“派单” 工作， 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加优质、便
利、寓教于乐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让群众享有更加
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打
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月 19 日， 汉滨区流水镇新坝九年制学校 80 余名师生在该
镇江南片区第一书记及队员的带领下走进黄泥村村史馆感受农
耕文明，传承村史文化。

活动期间，汉滨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派驻黄泥村第一书记刘
国荣从村史馆的历史沿革、村规家训、民俗记忆和农耕文化四个
板块为师生详细讲解。 随后，现场人员一起在村史馆周边开展植
树、环境卫生清扫等志愿服务活动。 余迟 陈雪/摄影报道

“出水啦！ 出水啦！ ”近日，在旬阳市小河镇张家沟村六组杨秀成家，水龙头哗啦
啦的水流声，打破了往日缺水的沉闷。这一刻，他悬着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就在半
个月前，张家沟村群众还在为用水发愁：水量小、水质黄，旱季时常断流。

自春节过后持续干旱天气，陆续接到该村群众反映饮水困难，小河镇农业农村
服务中心干部实地勘察发现：该村饮用水蓄水池池底淤泥沉积，加之依赖的山涧水
流量不稳，导致季节性缺水。

群众吃水是大事，耽误不得。 镇村干部当即便组织当地群众寻觅新水源。 “这
次找水源，费了大力气，多亏专业人员的帮忙，我们先后探测了 4 个山沟。 ”回顾找
水源经历，群众纷纷说道。 在当地丰家沟长达 2 公里范围的山林里，干群齐心协
力、出谋划策，找来熟悉当地地形的群众作向导，镇村干部会同专业勘探人员翻山
越岭，穿山林、寻暗沟、徒手扒、铁镐凿，经过数天的寻找，最终在一个低洼点找到
了新水源。

找到水源后，如何将水引出山沟成了下一个难题。 干群合力协作，靠着人力挖掘
沟渠、肩扛水管材料，克服运输地形复杂、穿越山梁的路线等诸多困难，通过 8 天的
艰苦奋战，铺设水管 1000 余米，成功将水源引出山沟。 这次寻水引水行动，彻底解决
了当地 20 余户人家饮水困难的“顽疾”。 张家沟村村民激动地点赞。

同样，在屈家沟口、小阳、落驾、炉子坡等村，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为群众送去水
管、水泥、施工机械等物资。 针对部分群众反映水源短缺、水窖管网淤堵漏损、机械故
障问题，该中心干部进行加固水窖、维修机械、挖掘沟槽、铺设管网……一处处“固水
保供”的惠民服务，在各村（社区）“火热”开展。

据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干部陈猛介绍， 自春节后通过全面走访入户了解掌握情
况、紧密对接村组制定科学规划方案、因村施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保水行动”，截至
目前，累计排查 14 个村（社区），改造老旧水管网线 1.5 万余米，惠及群众 500 余户。

要致富，先修路。但对于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石泉县后柳镇汉阴
沟村而言，崎岖的“两山夹一沟”地貌让修路成为横亘在村民幸福路
上的“拦路虎”。随着一条串联 4 个村民小组的崭新联网路正式通车，
这个困扰村民多年的“行路难”问题被彻底破解。这条由群众提议、民
主决策、干群共建的“连心路”，不仅成为后柳镇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生动实践，更铺就了乡村振兴的“快车道”。

汉阴沟村因地形陡峭、 施工难度大， 小组间道路曾长期未贯
通，村民出行需反复绕行，产业发展更受掣肘。 后柳镇戈易兵等几
名人大代表在走访中捕捉到群众迫切的呼声， 并迅速上报到片区
联络站，随即联动县、镇两级人大代表展开调研。面对资金短缺、占
地协调等难题，联镇领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方贤超明确表态：“路
修不修、怎么修，群众说了算！ ”通过 3 次村民代表大会、80 余户意
见征询 ，最终以 “一事一议 ”程序敲定路线与方案 ，23 户村民主动
让出土地，3.7 万元启动资金由群众自发募集， 全过程人民民主决
策凝聚起攻坚合力。

项目立项后，驻村工作队与村民代表组成监督小组，轮班驻守施
工现场。方贤超多次进入现场，实地督导，落实包联经费，积极与各相
关部门密切沟通，全力推动路基建设与路面硬化工程稳步开展。后柳
镇党委班子全程跟踪堵点破解， 确保工程透明高效推进。 这条全长
2.5 公里的联网路，仅用 1 年时间便实现“当年立项、当年开工、当年
通车”，创造了山区基建的“石泉速度”。 “以前为修路吵破头，现在大
伙儿商量着把路修通了！ 晴天不扬土，雨天不陷脚，连山货都‘长腿’
跑出村了！ ”村民张大爷高兴地说。

如今，蜿蜒山间的联网路不仅终结了村民“上山下山兜圈子”的
历史，更打通了产业振兴的“任督二脉”。沿线玉米、水稻、黄精等农作
物及药材产业因路而兴，物流成本降低 50%，预计带动村集体年增收
超 20 万元。 “以前 4 个村的路七拐八弯，各走各的道，上坡下坎折腾
人！ 现在好了，一条大路直溜溜地串起来，抬脚就能到邻村！ ”村民王
大哥感慨。 这条路，既是党群连心的民主实践成果，更是迈向共同富
裕的坚实基石。

一条路，连着民心，通着未来。 汉阴沟村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激活
基层治理效能，用“群众提、群众议、群众干”的生动实践，书写了乡村
振兴的民主答卷。 这条路，丈量着为民服务的初心，更为乡村高质量
发展提供无限动力。

“连心路”丈量为民情
通讯员 丁尧 侯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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