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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林月 邝亚君）“今天
我们宣讲的主题是抵制高额彩礼，倡导不比
彩礼比人品，不讲排场讲文明……”近日，汉
滨区瀛湖镇南溪村一场特别的宣讲，现场气
氛热烈， 村党支部书记用通俗易懂的话语，
深入剖析高额彩礼带来的家庭重担，呼吁党
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抵制攀
比之风。

“近年来，流水席已经少多了，攀比风气
明显下降，大家的文明意识有所提高。 ”参加
活动的群众纷纷称赞。

如何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实现移
风易俗的美好愿景？ 汉滨区瀛湖镇在实践中
探索着自己的路径。

为广泛传播文明理念，该镇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在各村（社区）成立理论宣
讲队伍，将移风易俗纳入宣讲内容，用平实
语言解读“大政策”，以“小故事”阐述“大道
理”、以“身边事”感化“身边人”。 同时，活用
“三句半”、文艺表演等形式，让“教育”更生
动，让文明新风在瀛湖的山水间生根发芽。

一项项有力举措破除陈规陋习，一个个
典型模范引领群众见贤思齐，一场场宣讲活
动推动文明新风浸润人心……

“我非常荣幸今天能获得‘孝义之星’称
号，孝敬长辈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后还要不
遗余力地照顾好长辈！ ”在瀛湖社区的“孝义
之星 ”评选活动中 ，杨霞被评选为 “孝义之

星”。
53 岁的杨霞精心照料 93 岁的婆婆，老

人穿戴整洁、 身体硬朗。 “老人家还不服老
嘞，有时看我忙不过来还要帮我干家务。 ”说
起婆婆，杨霞言语间满是温柔与感恩。

杨霞的事迹令在场人员深受感动。 该镇
通过树立学习榜样，发挥鲜活正能量，以点
带面促进文明新风形成。同时 ，积极推动完
善村规民约 ，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 “立规
矩 ”，坚持 “疏堵结合 ”，规定人情礼金、宴
席标准等，大力倡导“喜事新办、白事简办、
小事不办”的良好风尚，让文明新风落地生
根。

“以前一直在外面打工，老房子已经垮了。现在
政府帮着把房子修了，墙面刷得雪白，门窗换成了
新的，这日子过得更踏实了！ ”6 月 18 日，在汉阴县
城关镇长窖村四组，刚搬进新房的三类户冯永华站
在自家院坝里， 一边擦拭新安装的铝合金窗户，一
边笑着向前来验收的干部介绍。

冯永华一家原先居住的房子是土坯房，因年代
久远，老房子已垮塌，属于无房户。住建和镇村等单
位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实际情况后，将其纳入危房
改造进行重建。

今年以来，汉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推进危房改造工作。坚持
“早谋划、快推进、严标准”，将农村危房改造纳入年
度民生实事，严格落实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明确“任
务清单+责任清单+时限清单”，建立“县级统筹、部
门联动、镇村落实”三级责任体系，确保改造工作有
力有序推进。

“我们通过‘干部走访+专业鉴定’相结合的方
式，逐户核查住房安全等级，重点聚焦脱贫户、监测
对象、低保户等六类重点群体，确保‘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 今年全县共摸排出符合改造条件的 84 户
农户，并全部纳入年度改造计划，真正把 ‘民生工
程’办到群众心坎上。 ”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张珍珠介绍。

走进涧池镇栋梁村六组廖永平家的新房，房屋
主体结构坚固，墙面平整光滑，卫生间冲水蹲便器
齐全。 “以前做饭靠柴火，烟熏火燎不说，还存在安
全隐患。改造后，不仅住得安全，生活也更方便了！”
廖永平的感慨，正是该县危房改造“精准滴灌”的生
动注脚。

为确保改造质量，该县坚持“一户一策”，针对
不同农户的家庭人口、经济条件和住房需求，分类
制定改造方案：对部分墙体轻微受损的房屋，采取
加固维修；对长期无人居住的闲置危房，实施拆除

重建；对无能力自建的困难家庭，由政府统筹协调
施工队垫资建设，切实解决群众 “想改不会改 、想
建建不起 ”的难题 。 同时 ，严格把好 “三关 ”，即
材料进场关 、施工质量关 、竣工验收关 （联合住
建 、财政等部门现场核查 ），确保改造后的房屋
“安全耐用 、功能齐全 、风貌协调 ”。 截至目前 ，
该县 84 户改造工作已全面启动， 其中 78 户已竣
工，剩余 6 户正倒排工期、抢抓进度，预计汛期来临
前全部完成。

从“忧居”到“优居”，从“安全”到“舒适”，该县
2025 年农村危房改造的每一步， 都充满了民生温
度。 正如张珍珠所说：“住房安全是群众的 ‘命根
子’，更是我们的‘责任田’。 我们将以‘钉钉子精神’
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让群
众的‘安居梦’照进现实，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坚实
基础！ ”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琳琳）“选科组合多了，
录取规则变了 ， 我们做家长的还真不知道咋
办。 ”近日，白河县宋家镇安乐村一位学生家长
与网格员谈论着。

随着 2025 年高考落下帷幕，新高考政策下
的志愿填报成为众多家庭的“急难愁盼”。 该镇
在推进“叫应帮解”社会治理工作机制中,捕捉到
这一普遍诉求，迅速行动，精准对接，邀请西安
高校志愿填报专业人员,在该镇中心小学操场举
办新高考政策公益讲座， 为全镇广大学子家长
开展专题讲座 ，以 “政策春风 ”解群众 “急难愁
盼”。

讲座紧扣陕西省 2025 年新高考政策变化，
围绕考试科目变化、招生录取规则等方面内容，
为考生深入剖析、划出重点。 同时，现场还设置
咨询台，为学子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这样的讲座很及时，也实用，让我们对政策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心里也更有底了。 ”家长们纷
纷点赞。

值此中高考升学季，为防止“升学宴”“谢师
宴”等不良风气反弹回潮，该镇未雨绸缪，在组

织公益讲座的同时，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活动宣传新民风建设。 镇村干部化身“宣传员”，
穿梭在人群中，向群众发放倡议书，讲解大操大
办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危害，用算“经济账”
“人情账”的方式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倡导摒弃
“升学宴”“谢师宴”等陈规陋习。

据了解， 本次活动惠及全镇 300 余名考生
及家长，现场解答咨询 200 余人次。 与此同时，
各村 （社区） 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新民风宣讲 20
余场次，覆盖群众 900 余人，让文明新风吹入寻
常百姓家。

“以前谁家孩子考上大学，邻里亲戚都得请
客吃饭，动辄摆十几桌，既费钱又费时，现在好
了，大家都一切从简，风气越来越好了！ ”双喜村
一位老党员由衷地感慨， 道出了该镇持续向上
向善向好的民风变迁。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一次答疑解惑的公益
讲座，一场春风化雨的文艺汇演，一份移风易俗
的文明倡议……这些务实举措不仅提升了群众
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更在潜移默化中推动茶旅
小镇新民风建设走深走实。

本报讯（通讯员 张静）“每到傍晚，我们
家属院楼下的摊贩就出摊了， 人流量大，许
多非本小区居民在二楼平台公共区域乱扔
垃圾，宠物随地大小便，气味难闻，多亏了红
卫街网格党支部帮我们解决了这个烦心
事！”6 月 18 日，居住在平利县城关镇东关社
区老城建局家属楼 20 余年的胡洋喜笑颜开
地说。

据悉，东关社区老城建局家属院地处红
卫街网格，属于老旧小区。 红卫街网格长赵

芳通过收集社情民意发现这件困扰群众的
烦心事，主动利用居民下班时间，挨家挨户
入户走访，征集群众意见，最终决定为小区
二楼平台安装门禁，避免闲杂人等入内。 经
过赵芳和居民代表为期 20 天的奔走协调，
门禁系统终于正式启用，非小区人员进不去
了，垃圾清理干净了，楼上的住户也更有安
全感了。

“生活垃圾每天都会清理， 楼道也比以
前干净整洁了。 人居环境整治后，老城建局

家属院有了很大改观。 ”正在红卫街网格党
支部办理高龄补贴的群众胡仁喜笑着说。

“我们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把了解群众诉求作为工作的突破口，从细节
上体现服务质量，用快捷高效的办事效率切
实改进工作作风，今年累计完成居民微心愿
31 个、化解矛盾纠纷 3 起，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13 次，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满
足感。 ”该社区党委书记李宗平说。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红雨） 连日来，汉
滨区文联组织书法、
绘画、作协等文艺工
作者，走进各镇办开
展进校园、 进企业、
进社区、 进军营、进
机关文艺 “六进”志
愿服务活动。

每到一处，文艺
工作者现场义写书
法、绘画作品。 截至
目前，汉滨区文联围
绕乡村振兴、旅游推
介、孝义善举 、新时
代文明实践、农民丰
收节等主题，组织开
展文艺 “六进 ”志愿
服务活动 80 场次 ，
参 与 文 艺 工 作 者
600 人次，服务群众
6 万人次，创作书法
作品 2000 余幅 ，绘
画作品 1000 余幅 、
摄 影 作 品 5000 余
幅。

家住宁陕县江口镇沙坪村的邓耀迂，现年 69 岁。 他是个直性
子，聊起二胡就爽快地拿出曲谱和二胡，专注地拉起一首首曲子，
《喜洋洋》《九月九的酒》……生活的积淀和记忆填满了他的人生。

他是普通的农民形象，手上满是老茧，手指因长期劳作而有些
变形。 当他拉起二胡时，精神专注，手指娴熟地在弓弦上游走，拉到
曲目的高潮部分， 不由地哼唱起：“春季里那么到了这， 水仙花儿
开，水仙花儿开，绣呀阁里的女儿呀，踩呀踩青来……”欢快的旋律
飘扬在院落间。

出身农民的邓耀迂，17 岁时看到别人拉二胡，就特别喜欢和羡
慕，便开始尝试跟别人学习拉二胡和识谱。 因为喜欢，他学得很快。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校器乐老师紧缺，有亲戚推荐他到学校担任
器乐老师，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他选择成为“草根艺人”。 后
来，因生活、农业生产等事务繁杂，无暇顾及自己钟爱的二胡、曲
谱，但偶尔在农闲时，会拿出二胡演奏一曲。 心情好时，也会拿出二
胡，抚摸琴弦，擦拭上面的灰尘。 直到 2020 年前后，为了才艺梦的
继续，邓耀迂先后 3 次前往西安购买弓弦、简谱架子等，自己打印、
手抄成本的简谱，忙完农活的夜晚拉上一阵子，缓解疲乏，愉悦心
情。

“拉二胡是自己的爱好，能够愉悦心情，抒发情绪，对身体健康
也有好处。 拉二胡时手脑眼要协调，如同机器一样在运行，还能预
防老年痴呆。我经常与其他爱好二胡的朋友一起交流。2024 年端午
节前，走进江口敬老院为老人们表演二胡，老人们非常高兴，争着
点歌。 ”邓耀迂说：“自己会识谱，不用简谱能拉 50 余首曲子，有简
谱的都会拉， 最喜欢用二胡演奏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色歌曲，
能够让人回忆起当年的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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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岚皋县蔺河镇立足实际，积极
探索创新，通过机制联动、激励引导、社会协
同“三驾马车”并驱，成功构建起一套高效运
转的基层野生动物保护与救助体系，为基层
生态治理提供了“蔺河样本”。

响应“闭环”，救助网络高效运转。 针对
野生动物救助时效性强的特点， 该镇构建
“快速响应—部门协同—专业处置” 的闭环
机制。 接到村民线索，该镇立即联动县级野
生动物保护机构， 迅速组建由镇村干部、专
业人员及发现者参与的救助专班。 “发现即
报告 ，报告即响应 ，响应即处置 ，处置即养
护”的无缝衔接，确保救助时效性与专业性。
该机制已成功救助多只野生保护动物，如近
期 1 只小麂幼崽及时转运专业机构救治，1
只康复后的猫头鹰顺利回归自然。 同时，市

场监管与农业执法联动开展常态化执法巡
查，严查餐饮、农资等重点场所是否存在非
法交易，筑牢源头防线。

激励“暖心”，全民护生氛围浓厚。 为充
分激发村民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 “前哨”作
用，该镇创新运用精神荣誉引领机制，为主
动报告并参与救助野生动物的村民李加兵
公开颁发荣誉证书，并通过线上线下广泛宣
传其事迹。 这种“树典型、扬正气”的做法，有
效激发了村民荣誉感，推动形成“见异即报、
遇伤急护”的自觉行动网络，使保护意识深
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融合“共治”，长效机制稳固坚实。 着眼
长远，该镇致力于将生态保护深度融入基层
治理框架，打造多元共治、常态长效的保护
格局。 在党委统筹、政府主导下，有效整合人

大代表监督、村民自治、网格化管理等力量。
通过村民议事平台商议保护事项，运用网格
化实现重点区域常态化动态巡查监测。 依托
人大代表实践站等载体，深入开展“生态保
护进万家”系列宣传活动。 采取发放手册、剖
析典型案例、入户讲解等多形式宣教，持续
普及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有效夯
实全民参与保护的意识根基。

该镇这一系列立足基层、务实管用的探
索实践，不仅筑牢镇域内野生动物栖息繁衍
的安全屏障，更在推动生态保护工作中重心
下移、力量下沉、机制落地方面积累了宝贵
经验。 其创新构建的闭环救助、全民参与、融
合共治机制，为探索建立更广泛、更高效的
基层生态治理体系，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
例。

从 “忧居 ”到 “优居 ”
通讯员 兰添 王磊

“以前有事不知道找谁，现在一个电话就有
人管！”在白河县中厂镇迎新社区，群众李兴英指
着墙上的“民生呼叫电话”牌子感慨道。这个小小
的变化，正是该镇推行“叫应帮解”社会治理工作
机制带来的真实写照。

6 月 16 日， 该镇同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胡玲已经处理了当天 5 条群众意见诉求。
正在处理的补交养老保险业务，将在 2 小时内精
准转到对应业务干部手中。 “当天下午村干部就
到我家帮忙办理好了！ ”群众阮班胜笑着说。 自
“叫应帮解”工作机制推行以来，该镇线上畅通呼
叫渠道，线下拓宽群众反映诉求路径，举办“戏曲
进乡村” 宣讲活动 6 场次， 召开院落会 60 余场
次，走访群众 3200 余人次，发放服务群众连心卡
3500 余张，让群众诉求表达“零障碍”。

近期，流浪在外 20 余年的李某华、李某国返
回家乡，生活拮据，居无定所。 该镇顺利社区“两
委”班子了解实情后，分析研判，迅速为他们安排
住所、送去粮油，指派专人陪同体检、办理残疾
证。经民主评议后，2 人成功纳入低保范围。享受
到低保政策的兄弟俩热泪盈眶地说：“终于又有

家的温暖了！”该镇以规范受理登记、落实精准研
判交办、 建立健全闭环处理三项机制为抓手，构
建起问题处置“全链条”机制，直至 “案结事了”。
截至目前，该镇已成功办结 269 条诉求，其中圆
满化解 1 起长达 13 年的侵权纠纷，高效调处 37
起矛盾纠纷，推动 42 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在该镇新厂社区木瓜种植基地， 技术员正
细心指导群众防治病虫害。 这支由农技专员、驻
村干部、 企业员工组成的木瓜产业联盟服务团
队，已累计解决 20 余个产业发展难题。该镇充分
发挥“聚合效应”，整合惠民政策、法治力量、帮扶
资源和社会力量，让资源实现“1+1>2”效果。9 支
志愿服务队结合群众需求， 常态化开展入户送
水、人居环境整治、消费帮扶等志愿服务 180 余
次，让资源整合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我们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 让每一个呼声
都有回应，每一件实事都能落地，真正把服务做
到群众心坎上，为建设木瓜小镇幸福中厂注入持
久动力。 ”该镇党委书记汤波说。

中厂镇有部民生呼叫电话
通讯员 王婷

“来水啦！ 我的鸡群有水喝啰！ ”6
月 5 日午后，烈日如火，白河县仓上镇
裴家村一组山路上，一辆载着 3 吨水的
农用三轮车， 从山下慢慢向山上驶来，
养鸡场主人范才宏兴奋地欢呼起来。

范才宏的养鸡场在一个叫 “火地”
的山垴上，放养了 5000 多只跑山鸡。 这
里山高坡陡，住着十几户人家，还有一
家年存栏 800 多头的养猪场。 往年，山
上几处有限的水源还能维持人畜用水，
逢上今年久旱天气，“断水” 就成了常
态。 有摩托车、电动车的农户便从几公
里外的社区或更远的集镇往山上拉水，
牲畜多的一天得跑几趟。用范才宏的话
说：“吃水比吃油还金贵！ ”

持续的干旱，导致该镇境内多条河
道接近断流，半数水源点干涸见底，300
多家农户、市场经营主体的生产生活受
缺水影响。 面对部分高山住户 “吃水
难”，该镇以“不能让一个村民断水”的
硬要求，号召全镇党员干部排除一切困
难，全力做好“保供水”服务。

“我们一方面配合镇农村供水公司
查找可用水源， 修建新的应急供水点；
一方面组织党员、村民小组组长、网格
员组成志愿服务队，为困难家庭和养殖
主体定时送水，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需
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水压力。 ”裴家
村党支部书记李加寿说。

马庄村二组 13 户村民用水告急，
镇村干部实地勘察水源， 迅速争取项
目 ，10 天建起一座 50 立方米的储水
窖。镇供水公司免费提供水管及配套管
件， 从 1000 米外的 2 个水源点引水入

窖。施工人员顶着高温，抢时间赶进度，
挥汗如雨连续奋战，以最短时间接通输
水管线，把“解渴水”送到农户家中。

从“等天下雨”到“主动应对”，该镇
结合“叫应帮解”工作机制，把干部“沉
下去”，让站所“动起来”，深入田间地头
访民情、查旱情，凝聚起保民生、保生产
行动合力。针对农作物亟待下播面临的
困境，镇村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制定助
援方案，供电供水部门主动担起抗旱保
灌任务。 马庄村境内河水断流，晚稻无
水灌溉，镇供电所派出技术人员为稻田
架设 100 余米电缆、免费安装电表和电
闸；供水公司送来水泵、水管，配齐所需
灌溉设备，保证了稻秧及时插播。

“自然气候不可抗拒， 但我们可以
发动力量，想办法解决群众基本用水需
求，最大限度降低旱情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 ”该镇党委书记阮郁在“抗旱保供”
会上说。

在采取措施解决群众用水的同时 ,
镇村干部还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抗旱自
救 ,倡导节水蓄水、错峰用水和“循环”
用水,充分利用沟渠、洒水车、抽水泵等
设施和资源 ,确保群众引水无忧 ，农田
有“解渴”之源。

入夏以来,该镇共组织党员干部志
愿送水 70 余次 130 余吨； 调用各类送
水车 11 辆、抽水泵 17 台次；架设抗旱
供电线路 400 余米 、 新增饮水管道
8600 余米 ,抽水浇灌稻田 、莲藕 、菜园
800 余亩, 有效缓解生产灌溉和人畜饮
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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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湖镇巧破陋习树新风

蔺河镇筑牢基层野生动物保护安全网
通讯员 李亚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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