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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有 3 万元残疾人产业补贴， 不仅解了我的燃眉
之急，更让我坚信残疾人也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近日，
看着健康成长的 100 余只羊，岚皋县四季镇竹园村村民刘
得建展示着去年 11 月份收到的残疾人产业补贴到账短
信，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位曾被生活“绊住脚”的装修工，
正用双手托起属于自己的“创业天地”。

今年 51 岁的刘得建，之前一直在外从事房屋装修，靠
着吃苦耐劳和过硬的技术，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2014 年
春节，一次意外导致他左眼失明、右眼受损，不得不告别装
修行业。 这一记重创切断了他的收入来源，一家 5 口的生
活顿时陷入困境。 2015 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四处
奔波无果后决定回到老家尝试养羊。

“本来家里就没钱，眼睛残疾之后装修也干不成了，把
我急得团团转。 ”谈起往事，刘得建眼泛泪花。

在助残惠农政策的扶持下，刘得建养羊规模从开始的
十几只发展到 100 多只。 2024 年初，尝到甜头的刘得建计
划扩大圈舍、更换养殖品种，可资金短缺使他的计划只能
停于纸面。

转机出现在 2024 年下半年。 该镇开展残疾人创业扶

持项目摸底时， 镇残联工作人员带着政策清单主动上门
说：“县里今年有政策， 像你这样符合条件的产业项目，最
高能申请 3 万元扶持补贴。 ”精准的“政策找人”机制，及时
破解了刘得建的资金难题， 养殖场圈舍项目得以顺利启
动。

刘得建的故事，只是该镇助残的缩影。 针对残疾人创
业普遍存在的缺资金、缺技术、缺信心等问题，该镇构建
“政策+服务”双轮驱动的助残体系，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
的舞台。

该镇结合残疾人基本状况和需求调查摸底，建立“一
户一档”残疾人动态数据库，残疾人专职委员定期调查、走
访 ，及时掌握残疾人需求 ，确保政策 “不漏一户 、不落一
人”。组织残疾人参加县残联举办的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
职业技能等培训，提升实用技能，拓宽就业渠道，针对创业
群体提供“补贴+培训+销路”全链条支持。 通过选树“自立
自强”先进典型，激励残疾人从“受助者”转变为“奋斗者”，
营造“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该镇
已培育电商达人 1 名、种养殖能手 3 名。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琳琳）“今天我们召开代表议事
会，就是要凝聚各方智慧，发挥代表作用，为新民风建设
把脉问诊、建言献策，让文明新风在我们宋家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近日，白河县宋家镇太平社区人大代表联络
站内，县镇人大代表、部分镇村干部及群众代表等 20 余
人齐聚一堂，围绕推进新民风建设、抵制红白喜事大操
大办这一主题，共商发展良策，共绘文明蓝图。

“新民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需要群众 ‘唱主
角 ’，我们人大代表要当好民情 ‘传声筒 ’、新风 ‘带头
人’，让文明乡风浸润千家万户……”

“每逢年底，总能看到不少村民办生日宴、乔迁酒，
年中又扎堆操办升学宴、参军宴，不仅加重了村民的经
济负担，还影响邻里和谐和社会风气。 虽然平时我们村
干部开会三令五申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但效果并
不理想，真是令人头疼。 ”

“有很多留守老人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 希望
多组织一些‘戏曲文化进乡村’文化活动。 ”

会上，大家围绕新民风建设畅所欲言，就红白喜事
大操大办、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展开热烈讨论，形成了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村规民约、发
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等 10 余条贴近民心、 惠及民
生的意见建议。 同时，该镇人大主席团及时梳理意见建
议，建立问题处理交办清单，让群众心声有回应，助推民
生实事落地落实。

在该镇各村（社区）像这样的人大代表议事会每季
度都会举行，围绕村（社区）里公共事务、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整治、民生保障等议题，联络站会采取议事会、座谈
会、院落会等多种形式，把群众召集到一起，面对面沟
通、心贴心交流，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真正实现“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近年来，该镇以人大代表联络站为阵地，以代表议
事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人大代表议事活动，推动问题
在议事中解决，矛盾在议事中化解，民心在议事中凝聚，
推动代表履职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振兴“一
池春水”。 如今，“有难题找代表、有建议到站说”已成为
该镇群众的习惯，人大代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回
应民需，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系深深扎进茶香宋家的
沃土。

本报讯（通讯员 郑浩南）为全面深化推进移风易俗
工作，近日，白河县卡子镇 2025 年第二季度道德讲堂如
期开讲。

此次活动以“除人情陋习 树文明新风”为主题，通过
学唱歌曲《移风易俗你我行》、诵读经典名句，让干部群众
牢记改变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性。 随后，观看
了宣传短片《移风易俗树新风》，引导干部群众摒弃陈规
陋习，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践行者。 在“诵一段经典”“讲
一个故事”环节，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带领大家
学习诵读《论语·八佾》中的经典，分享贾谊和身边道德模
范的故事。

“身为党员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不滥发请柬、短信，
不大操大办，做移风易俗、勤俭节约、文明办事的表率。 ”
“不操办婚丧嫁娶之外的 ‘搬迁酒’‘升学酒’‘满月酒’等
‘无事酒’，走出人情消费误区，树立健康的‘人情观’，自
觉培树文明节俭新观念。 ”3 名镇村干部先后分享了自己
的感悟。 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号召全体党员干
部积极行动起来， 谢绝各类大操大办宴请， 反对奢靡之
风，争做文明新风的引领者。

活动最后，现场人员签署了《践行移风易俗文明承诺
书》。

本报讯（通讯员 徐静琳 郭晶）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增强离退休党员干部荣誉感、归属感和使命
感，7 月 1 日，汉滨区新城街道果园社区党委开展“纪念章
送上门”活动，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以
庄重的仪式致敬他们的忠诚坚守。

“刘叔，我们代表党和社区给您送纪念章来了！ ”社区
党委书记手捧纪念章礼盒走进老党员家中， 随着盒盖缓
缓开启，镶嵌着五角星、旗帜、丰碑等元素的纪念章在阳
光下闪耀，背面“光荣在党 50 年”的烫金字体苍劲有力。
82 岁的刘伦孝双手微微颤抖着接过这份 “人生珍贵的礼
物”，布满皱纹的手指轻轻抚摸着纹路，浑浊的眼眶瞬间
泛起泪光，郑重地将纪念章佩戴在胸前。

在温馨的家访中， 刘伦孝向工作人员娓娓道来入党
故事：19 岁投身军营淬炼意志，25 岁退役后在中国邮政、
中国电信岗位上风雨兼程数十载， 退休后更主动担任社
区“义务宣传员”，走街串巷为年轻人讲述党史。 “党培养
了我一辈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忘本！ ”老人目光如
炬，用亲身经历诠释着“退休不褪色”的党员本色。

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是对老党员 50 年如一日坚守
初心的最高礼赞。 该社区党委书记胡雪梅表示，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老党员讲故事”系列活动，推动红
色基因在基层治理中焕发新活力， 激励全体党员以实干
担当续写新时代答卷。

本报讯（通讯员 叶柏成）今年以来，紫阳县麻柳镇立
足实际、开拓创新，在基层治理、党建工作、产业发展、文化
活动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亮眼成绩。

在基层治理创新方面，成功打造省级边界基层治理样
板。 该镇联合四川省万源市紫溪乡建立“五联”工作机制，
实现跨区域治理的协同联动，为解决边界地区的治理难题
提供新思路。这一机制打破了地域限制，在矛盾联调、治安
联防、产业联兴、文化联建、生态联保等方面开展深度合
作，有效提升边界区域的治理效能，为区域和谐稳定发展
创造了良好环境。 同时，该镇麻柳社区积极开展“党建引
领·微基建幸福升级”行动，以党的思想建设为核心，精准
聚焦社区环境、安全、服务等领域的“微基建”短板，通过实
施一系列精细化、 惠民化的工程项目与管理提升措施，使
社区功能得到完善，品质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
度大幅提升。

该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精心组织开展“六个一”系列

活动庆“七一”，举办警示教育大会，开展“五送”活动，组织
主题党日活动，开展党史知识竞赛，举办一系列体育赛事
等，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凝聚人心，为镇域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

该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种植油茶 2000 亩，为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开辟新途径。 建成安牧大万头生猪养殖场 1
个，全镇养殖经营主体达到 12 家，涵盖养猪、养牛、养羊、
养兔等多个领域，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链条逐步完善，
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
支撑。

该镇在文化活动领域同样可圈可点。 该镇积极参加
“开麦吧！ 茶乡”活动，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优秀组织奖、
最佳宣发团队奖、最佳节目创意奖等五大奖项。 通过参与
此次活动，充分展示该镇的文化特色和党员干部的精神风
貌，提升该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文化事业发展注入
新鲜血液。

近年来，汉滨区谭坝镇以松坝社区为试点，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扎实推进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
同体（以下简称“文共体”）建设。 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服
务、凝聚群众，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满足多样化需求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文化服务为
纽带，让搬迁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让“搬得出、稳得
住、能融入”的愿景成为现实，绘就了“老有所乐、幼有所
趣、民有所享”的美好画卷。

走进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文化气息浓厚，氛围温馨
和谐。 这里既是居民的“文化驿站”，也是增进邻里感情
的“温馨家园”。 棋牌区，老人们专注对弈，乐在“棋”中；
阅览室和书画室里，书法绘画爱好者挥毫泼墨，尽展才
情。 便捷的文化活动场所，让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
乐趣、结交伙伴。 “以前在老家活动场所少，现在下楼就
能和邻居们下棋聊天，生活充实多了！”居民惠全军高兴
地说。

该社区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化站精心组
织“传统文化课堂”及插花、剪纸、经典诵读等系列活动，
这些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解除了社区工厂
务工家长的后顾之忧。 “假期能在这里学画画、做手工、
交朋友，特别开心！”小学生张紫涵的话道出了孩子们的

心声。
每日中午，社区“长者食堂里，老人们有序排队，享

用营养均衡的午餐。 食堂注重菜品多样化和口味适老
化，确保老人吃得舒心、放心。这里不仅解决了老人的就
餐难题，更成为他们交流相聚的场所，大家边吃边聊，共
享幸福时光。 “饭菜合口味，省了自己做饭的麻烦，还能
和老伙伴们说说笑笑，社区服务真贴心！ ”83 岁的独居
老人李龙珍连连称赞。

社区文化生活的蓬勃开展， 离不开群众的广泛参
与。在该社区组织引导下，广场舞、锣鼓队等群众性文化
活动日益活跃。 夜幕降临，广场上舞姿翩跹，鼓乐铿锵，
展现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
业余生活，而且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营造出和谐美好的
氛围。 “以前总待在家里看电视，现在我也成了文艺活动
积极分子！ ”青松舞韵广场舞队成员汪学凤自豪地说。

“松坝社区在文化共同体建设中， 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盘活各类资源，不断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让文化服务更接地气、聚人气、扬正
气。 目前社区文化服务覆盖率已超 90%，群众满意度持
续提升。 ”谭坝镇党委书记李炀介绍。

文化共同体串起家门口的“幸福圈”
通讯员 何丽

解开“绊脚绳” 奔赴新生活
通讯员 余倩

卡子镇道德讲堂除陋习

创新治理强党建 边界小镇多亮点

果园社区开展“纪念章送上门”活动

代表议事会助推茶乡树新风

7 月 4 日， 岚皋县蔺河镇蒋家关村积极
组织村民开展防汛防滑应急演练，以实际行
动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邱苗 余元富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林月 邝亚君）7 月 2 日，汉滨区
瀛湖镇干部王松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在接水
途中发现楼梯拐角处一只毛茸茸的小鸟趴在那里，稚嫩
的翅膀无力地耷拉着，身体微微颤抖。

正好此时，该镇干部徐垚从此经过，看到这只耷拉
着的小鸟，找来盒子将其装进去。 与此同时，王松赶忙联
系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干部钱浩博， 并将鸟儿交给他。
经初步检查，小鸟由于触碰玻璃导致意外掉落，无法飞
行。 为让小鸟得到及时救助，该镇干部多方联系，最终将
这只小鸟送往市野生动物救助站。

经过野生动物救助站工作人员确认，这只受伤的小
鸟是小北红尾鸲， 被列入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在救助站，它将接
受全面的检查，康复后送返蓝天。

“每一只小鸟都是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保护
野生鸟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王松说。一场守护小生命
的接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爱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
境的真实写照。 野生鸟类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礼物，守
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一场暖心的护鸟接力

应急演练

讲讲授授防防汛汛防防滑滑应应急急知知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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