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王沁）为持续做好脱贫人口就业
帮扶工作，汉滨区吉河镇便民服务中心积极落实脱贫
人口跨省务工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发放工作，通过精
准摸排、优化服务、强化宣传，确保惠民政策“应享尽
享”，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该中心及时督促各村（社区）每月核实脱贫人口
务工就业台账，通过台账比对就业状态，确定申报范
围。 积极发挥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的力量，通过微信

群、电话联系、入户宣讲等方式全方位宣传政策，做到
人人知晓政策、熟悉申报流程。 鼓励村“四支队伍”成
员主动联系在外人员、 帮助指导申请人提交材料，由
镇便民服务中心对申报材料及时审核并公示。

务工交通补助政策是助力群众增收的有力举措。
该中心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帮扶政策宣传力度，持续为
外出务工人员保驾护航，让外出务工人员感受到家乡
的温度。

交通小补贴 温暖群众心

本报讯（通讯员 禹玲玲）近日，汉滨区妇联实施
的“秦女子禾苗课堂”项目在建民街道长岭诚信路社
区正式启动，第一期“禾苗课堂”同步开讲。

近年来，建民街道积极探索留守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新路径，通过阵地建设 、资源整合 、服务创新等举
措，采用“家长学校＋禾苗课堂”模式，为辖区留守困境
儿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关爱服务体系，让辖区
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以前放学后都是一个人在家，现在有了‘爱心妈
妈’的陪伴，还能学习书法、剪纸，感觉特别温暖。 ”在
长岭诚信路社区儿童之家，正在参加剪纸课的小学生
乐乐开心地说。 像乐乐这样的受益儿童，建民街道目
前已累计服务 2000 余人次。

建民街道投入 15 万元在长岭诚信路社区建成标
准化儿童之家，创新打造“儿童关爱+文化培训”双驱
服务模式。 既提供课后托管、课业辅导等基础服务，又
开设书法、国画、剪纸等传统文化课程 ，并定期开展
“非遗进社区”活动。 同时，联动公益组织推出“伙伴计
划”，在周末及寒暑假期间为孩子们提供专项服务，形
成集文化活动、教育支持、健康管理于一体的关爱体

系。
“我们不仅关注孩子们的学习生活， 更注重他们

的身心全面发展。 ”建民街道干部胡雪丽介绍，通过开
展“红色基因传承”研学、“绿色家园守护”环保实践、
“文化润童心”展馆体验等特色活动，帮助孩子培养社
会责任感、提升综合素质。 目前，已建立由街道干部、
社区工作者、专业社工、志愿者等组成的“爱心妈妈”
队伍，通过结对帮扶机制，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学业
辅导、心理疏导、生活照料等常态化服务。

建民街道干部张女士就是“爱心妈妈”中的一员，
每周她都会抽时间陪伴结对的孩子。 “看到孩子们的
笑容，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张女士说，“爱心妈妈”不
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爱的传递。

建民街道党工委书记邓相军表示：“ 建民街道将
持续完善关爱机制，依托‘禾苗课堂’这一平台，融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家长学校、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
服务共同体服务活动等载体，让更多孩子享受到关爱
服务的阳光雨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
代好少年贡献更多力量。 ”

4 月以来，白河县西营镇蔓营村凭
借“叫应帮解”社会治理模式，绘就了一
幅干群一心、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 这
个由 3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村庄，常住
人口近 3000 人，因人口分布较为分散，
曾面临诸多治理难题。 然而，“叫应帮
解”机制的推行，为蔓营村注入了新的
活力，让其焕然一新。

漫步在蔓营村，老青坪、老安岭两
个安置点和蔓营村村址的 “民意收集
箱”格外引人注目。 “这些看似普通的小
箱子，实则是村民们表达心声的重要渠
道。 ”村党支部书记张景庭感慨，“设置

民意收集箱，就是为了听到群众不愿当
面说、不想实名说的心里话。有了它，偏
远地方的村民也能轻松反映问题，邻里
间也不会因为琐事红脸，大家都更愿意
畅所欲言了。 ”

定期召开的民情院落会，是蔓营村
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 会议室内，村干
部与党员们围坐在一起，针对收集来的
问题清单展开热烈讨论。会议记录本上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待办事项、责任人和
解决时限。 张景庭一边指着清单，一边
介绍：“每个问题都不能放过，必须确保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

5 月 8 日清晨，村里的
广播准时响起， 通知村民
刘女士家中来水了。 她迫
不及待地拧开水龙头 ，只
见清冽的自来水“哗啦啦”
地涌进水槽。 “没想到一张
小纸条真能解决问题！ ”她
指着院墙外新铺设的供水
管道， 脸上洋溢着喜悦的
笑容。 就在几天前，刘女士
把 “吃水难” 的情况写下
来， 投进了村口的民意收
集箱。 村“两委”收到问题
后，迅速行动，完成实地勘
测、 管道铺设和水表安装
工作，从储水池引水入户，
不仅解决了刘女士家的用
水难题， 还改善了周边群
众的饮水条件。

在蔓营村 ， “叫 应 帮
解” 的暖意正浸润着每个
角落。 自“叫应帮解”社会
治理工作机制推行以来 ，
村民们都说 ，“叫应帮解 ”
机制让干部和群众的心贴
得更近了， 也让大家对未
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与期
待。 如今，村干部从过去的

“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服务”，他们经
常走街串巷，主动摸排问题，每月公示
办理进度、季度评比服务质效，让服务
质量不断提升。

从曾经邻里间的陌生，到如今和谐
融洽的“睦邻”氛围；从过去干群之间的
疏离，到现在齐心协力共谋发展的生动
局面，蔓营村用“叫应帮解”机制书写着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山乡的精彩答卷。
正如张景庭所说：“基层治理的关键，就
在于能否赢得群众的满意， 他们的笑
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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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河县城关镇安槐村， 一条蜿蜒
的山路正悄然改变着几百户村民的命
运。 近年来，白河县第十九届人大代表、
城关镇安槐村党支部书记郑家富带领着
群众， 将 4.2 公里山路从蓝图变为现实。
这条凝结着代表履职担当的民生路，不
仅解决了村民的绕行之困， 更成为撬动
产业兴旺的“金钥匙”。

“以前出县城都要绕道安福村，来回
多走 3.5 公里，有车的还好，没车的一来
回要多花 1 个多小时。 ”村民刘家志的抱
怨道出了全村人的心声。 安槐村虽属城
关镇，但区位偏远，距县城 20 余公里，全
村 7 个村民小组 360 户 1192 人，曾是典
型的深度贫困村。 走出大山的唯一通道
便是绕道安福村再出白岩口 ，“山路不
通，产业难兴”成为全村共识。

“交通瓶颈带来的不仅是出行不便，
更严重阻碍了村里的特色产业发展。 安
槐村依托山区优势，发展了富硒魔芋、绿
色种养殖、甘蔗酒等特色产业，但由于道
路不畅， 运输成本高， 客商不愿进村收
购，村民只能低价出售或自行运往集镇，
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 ”

更让郑家富忧心的是， 村里的旅游
资源也因交通不便而 “藏在深闺人未

识”。 安槐村境内的白龙洞是一处天然溶
洞， 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 颇具开发价
值。 但由于进出道路条件差，旅游开发一
直停留在规划阶段。 “白龙洞要是开发好
了，能带动全村吃上‘旅游饭’。 ”郑家富
在调研笔记中这样写道。

“群众有所呼，代表有所应。 ”面对村
民的迫切需求， 郑家富将岩槐路建设作
为履职重点，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
带作用，推动项目落地。 他在县人代会上
提交 《关于请求打通安槐村白岩沟村道
瓶颈的建议》，详细阐述了道路建设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 他算了一笔账：道路贯通
后， 安槐村到镇上的距离将缩短 3.5 公
里，每年可为村民节省交通成本约 20 万
元 ； 同时能带动种养殖产业规模扩大
30%以上， 为白龙洞旅游开发创造条件。
这份建议数据翔实、论证充分，被列为 A
类建议，并交由县交通局办理。

“人大代表不仅要反映问题，更要参与
解决问题的全过程。 ”郑家富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从项目立项到设计评审，从
用地协调到施工监督， 每个环节都有他的
身影。 特别是在项目用地没有补偿的情况
下，他挨家挨户做工作，讲政策、算大账。村
民白天不在家他就晚上“串门”，长期在外

就电话、微信“上阵”，他用真诚打动群众，
确保了项目顺利推进。

去年 10 月 1 日，全长 4.2 公里的岩
槐路建成通车。 这条宽 4.5 米的道路蜿
蜒于青山之间，像一条纽带将安槐村与
外界紧密连接。 通车当天，百余位安槐
村村民自发组织村道环境大清洁，用这
种方式欢庆这期盼已久的时刻 , 村民们
赞道 ：安槐村民幸福路 ，人老几辈在梦
中。 多方建议终立项，攻坚克难为路通。
干部群众齐努力，团结一致路才通 。 现
在终于圆了梦，村民欢声笑语中。

“老郑，别人都干不成的事 ，愣是被
你干成了！ ”道路贯通最直接的受益者，
村里的养殖产业大户纷纷称赞。 村民刘
家志放弃了外出务工，转而回到家乡，依
靠家门口便捷的交通，开起了养鸡场。 从
无人问津到 8000 余只肉鸡的规模化养
殖，刘家志吃上了修路的“红利”。 路通半
年，安槐村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目前
村内 9 家种养殖合作社， 养牛从 300 头
增加到 440 头，养猪从 250 头增加到 450
头， 养鸡从 10000 羽增加到 22000 羽，富
硒魔芋从 100 亩增加到 300 亩。 黑猪拱
食、土鸡啄米的热闹场景，映照着“山货
出山”的生动图景。

本报讯（通讯员 彭旺）5 月 10 日，由宁陕县妇联、
城关镇党委与城关镇东河社区联合主办的“秦女子·禾
苗课堂暨‘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活动，在东河社区与渔
湾村温情启幕。 此次活动以“爱与陪伴”为主题，18 名
“爱心妈妈”志愿者与留守儿童相聚一堂，通过暖心互
动、教育赋能、研学实践等多元形式，为孩子们构筑起
充满知识、欢乐与精神滋养的成长港湾。

活动在温馨的“暖心寄语”环节中拉开帷幕。 “爱
心妈妈”与结对儿童促膝长谈，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
在专属寄语卡片上写下真挚祝福，并送上精心准备的
礼物。 这一个个温暖举动，生动诠释了“不是亲人胜似
亲人”的深厚情谊。 大家共同阅读经典书籍《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希望孩子们能从书中主人公的坚韧品格中
汲取力量，锤炼坚强意志。

活动现场， 艾丁堡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老
师带来以“用爱照亮成长之路”为主题的心理辅导讲

座 ，为留守儿童和 “爱心妈妈 ”传递了科学的家庭教
育理念，引导大家树立正确教育观，进一步增进亲子
情感联结。 此外，充满异域风情的非洲鼓体验课堂深
受孩子们喜爱。 在互动游戏中，孩子们沉浸于节奏变
化，尽情感受非洲鼓独特的韵律魅力，现场洋溢着欢
快的笑声。

活动的高潮当属渔湾研学之旅。 孩子们乘坐大巴
车，奔赴风景如画的渔湾村。 走进村史馆，大家纷纷驻
足，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怀着好奇与敬畏之心，探寻
老物件背后的文化底蕴， 见证美丽乡村发展的华丽蜕
变，深切领悟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参观结束后，
孩子们登上“渔湾号”观光小火车，随着汽笛鸣响，小火
车缓缓穿行于田野间， 孩子们可爱的笑脸在美景中绽
放。 活动在环保志愿服务中结束，大家兴奋不已，意犹
未尽地说：“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希望下次还举行这
样的活动！ ”

汉水之畔，“千万工程”的东风掠过陕南群山，在汉滨区双龙镇桥山村的瓦房湾激荡
起层层涟漪。近日，68 岁的老党员张克平站在自家“义茶馆”的牌匾下，脸上的皱纹里漾着
笑意：“这方水土养了我们三代人，如今该是我们反哺家乡的时候了。 ”

青砖灰瓦的正房内，茶香氤氲。 张克平讲述起桥山村的百年沧桑，房后蜿蜒的山梁曾
是连接后山与安康城的古道，先辈们肩挑背扛踏出的“义道”穿村而过，10 米木桥横跨香
河，商旅在此歇脚饮茶，渐渐形成“义茶馆”的传统。 当年乡贤立下规矩，过路茶水不取分
文，这“义”字是刻在桥山村人的骨子里。 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号角吹响，这位曾担任村干
部的老党员，在镇村规划会上掷地有声：“恢复‘义茶馆’，我带头！ ”

正房是 3 间土木结构的平房，还有 3 间偏房。 他依专家设计意见，推倒偏房，重盖 3
间，把 2 间作为客房，准备开办民宿，整理出一片土地种植应季农作物。 “今后还要在墙面
上镶嵌一些陶罐，罐里栽上花卉，石坎顶端栽上矮秆的紫薇、月季和高秆的桂花、银杏，坎
面铺上爬墙虎，那才叫美观。 城里人来了能停车赏花、体验农事，孩子们认识五谷杂粮，老
人家追忆乡愁……”张克平如数家珍的话语里透着自豪。

“花茶旅居，醉美桥山”的蓝图正在实现。 站在新修的院台上，张克平指着山乡巨变，
眼看着 400 亩茶叶为主的市级农业园区正在改造升级，他坚信绿色产业振兴有望；看到
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办起现代化的陆基养鱼场，首期工程就达 3000 多立方米，他感慨招
商引资前景广阔。 “儿女要接我去城里住，可我舍不得老家的一草一木，作为老党员、老干
部，桥山的发展我也要出一份力、尽一份心。 我用田地里的有机粮菜来养民宿，用民宿收
入来养义茶馆，用义茶馆来滋养村子里的孝义之礼、礼义之气。 ”张克平的笑声惊起檐下
春燕，扑棱棱掠过头顶。

暮色渐浓时，“义茶馆”亮起暖黄灯笼。 张克平边斟茶边讲述蚂蟥寨的传说，茶香袅袅
中，古老驿道与现代文旅在此交融，见证着乡村振兴路上，一位老党员用余热反哺家乡热
土的新生。

脚步量民情 实干铺新路
通讯员 聂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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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解决辖区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 ，白河县卡子镇以 “叫应帮解 ”机制
为抓手，关切群众诉求与呼声，坚持群
众利益无小事，围绕工单热点、难点问
题 ，以治理 “小切口 ”办好民生 “大实
事”，实现辖区环境品质与治理效能的
“双提升”，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位于大桥社区的黎明小区是该镇
最大的搬迁安置社区，有搬迁群众 300
余户 1500 余人，户籍地涉及 5 个村（社
区），随着电动车出行的日益普及，小区
内电动车数量与日俱增， 私拉电线、充
电不规范等行为屡禁不止，不仅影响了
小区的美观和整洁，更存在着严重的安
全隐患。

自实施 “叫应帮解 ”社会治理工
作机制以来 ，村 “两委 ”高度重视 ，迅
速行动 ，在进行实地调研和广泛收集
群众意见建议后 ，对接中国铁塔股份
有限公司安康分公司进行现场勘查
和规划设计 ， 充分考虑各方因素 ，最
终确定了充电桩的安装位置和数量 。
安装后的充电桩具备智能充电 、过载
保护 、短路保护等多项功能 ，操作简
单方便，费用透明合理。

“以前充电特别不方便， 还得从楼
上拉电线下来，既不安全又麻烦。 现在
好了，小区安装了充电桩，充电又快又
安全，价格也实惠，真是太贴心了！ ”小
区居民黄婉青高兴地说 。 像黄婉青
这样对充电桩赞不绝口的群众还有很
多，大家纷纷表示，充电桩的安装解决
了充电不便难题，让他们的出行更加便
捷、安心。

绿化带被私自开垦种菜，夏天蚊虫
乱飞，实在影响生活，同样在黎明小区
绿化带种菜的现象屡禁不止。 “我从山
上搬下来，在绿化带种菜，就是想着自
家吃菜方便，还能省点买菜钱，真没考
虑这么多影响。 ”当被问及为何在绿化
带种菜时，张大爷不好意思地说。

小区居住群众多，管理难，部分群
众有着“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认为公
共绿地闲置可惜， 种菜既能节省开支，
又能享受田园乐趣，还有个别群众存在
从众心理，见他人种菜未受制止，便跟
风效仿。 然而，这种看似“无伤大雅”的
行为，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种菜
过程中，居民私自搭建的棚架、堆放的
杂物影响环境，大量施用的农家肥散发
刺鼻异味，引发其他群众强烈不满。 更

有甚者，为争夺菜地大打出手，原本和
谐的邻里关系变得剑拔弩张。

面对绿化带种菜这一 “老大难”问
题，大桥社区采取“全力帮、用心解”的
工作措施，力求实现法律约束与人文关
怀的平衡。 一方面通过社区微信群、入
户宣传、 召开群众座谈会等多种渠道，
广泛宣传绿化等相关法律法规，让群众
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另一方面通过
召开代表议事会， 发挥人大代表力量，
为小区绿化带整治提升出主意、 想办
法，形成全民参与、共同治理的良好氛
围。 “我们将于近期对逾期未整改的种
菜区域，依法进行强制清理，同时进一
步规范管理小区“小菜园”建设，按照实
际需求划分， 及时解决易地搬迁群众
‘吃菜难’问题。 ”大桥社区党支部书记
说。小区居民纷纷表示会支持村“两委”
的决定，愿意恢复“绿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从电动车
充电桩的安装，到菜地”变“绿地”，变的
是社区的容貌， 不变的是为民服务的初
心。 该镇将进一步深化“叫应帮解”机制，
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加强政策落实
的跟踪问效， 以钉钉子精神办好每一项
民生实事，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叫应帮解”化解百家难事
通讯员 卢康

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服务”
通讯员 赵国昶 刘焱

宁陕城关镇用爱护“苗”成长

建民街道“爱心妈妈”暖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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