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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惠玲
通讯员 张伟国 樊伟

干净整洁的小区巷道、井然

有序的道路交通、绿意盎然的美

丽乡村……走在湖北省老河口市

的街头村巷，伴随着清风美景、

鸟语花香，滨水风情十足的文明

之城跃然眼前。

近两年来，老河口市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补短板、

强弱项，大力开展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持续推

进，群众获得感普遍增强，幸福

指数全面提升。

老河口市实行专班专人专

抓，在全市形成了文明城市创建

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部办公室

组织协调、职能部门各负其责、

人大和政协监督视察、群团组织

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齐抓共管

的工作新格局。

老河口市通过基层调研，先

后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方案、任务

目标，细化了五十四大类1800多

个重点点位。为压实创建点位工

作责任，老河口市明确了牵头领

导、责任单位和时间节点。同

时，建立了市领导联系社区任大

区长，部门负责人联系小区任小

区长的“双联双长”工作包保机

制，形成了全域创建、上下联动

的工作运行机制。

为了形成上下“一盘棋”的

创建工作，老河口市政府每年安

排 300 万元“创文”工作经费。

同时，每年安排2000万元基数逐

年保障，设立“创文”专项奖补

资金，以奖励工作推进得力的部

门和社区，并对“创文”示范项

目进行补贴。

老河口市着力推进交通畅达

工程，先后有秋丰路东延、汉江

大道东延等项目通车在即。老河

口市先后新建、改扩建17个社区

群众服务中心，提升了群众对基

层组织的满意度。

老河口市改造完成 198 个老

旧小区、红色物业入驻 10 个小

区，安装 1000 余盏路灯，封堵

1794 处楼梯垃圾道 （垃圾池），

拆除1230余处私搭乱建，受益家

庭2万余户。

通过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老

河口市在加强管理的同时，科学

规划城区道路停车位，新增1263

个停车位。先后对城区7条道路

安装了中心护栏、人行道护栏，

车辆逆行、随意调头、行人横穿

马路等交通乱象得到有效治理。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老河口

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

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主题教

育。以身边人和身边事为教材，

依托“最美老河口人”“最美志

愿者”“三美一好”等评选活

动，发现并培育出 35 名先进典

型。同时，着力推进志愿服务常

态化，成立了志愿服务联合会，

注册志愿者达6万人、专业队伍

240 支，志愿者们纷纷走上街头

开展文明交通劝导、邻里互助等

志愿活动。

“我们要借助创建文明城市

的东风，提升城市综合管理和服

务能力。”作为老河口市政协

“创文”监督工作专班的负责

人，张庆丰几乎每周都要召集专

班人员开展督办调研。张庆丰

表示，督办就是为了让好政策真

正惠及群众。

加强督导检查、加强社会监

督、加强工作考核，已成为老河

口市推进“创文”各项工作落地

落实的重要抓手。老河口市“创

文”指挥部成立民情反映接待中

心，专门处理市民来电来访反映

的突出问题。两年多来，共收到

市民反映问题130条，办结率达

100%，深受群众好评。

一项项举措回应群众关切，

一条条措施解决突出问题。两年

多来，老河口市推动各项创建工

作持续迈推进，带领全市群众向

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奋

进。

提升治理能力 基层看

文明新风扑面来
——湖北老河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李庆军

近年来，河北省滦南县通过

科技创新和提升劳动者素质，逐

步优化产业布局，为企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源动力，企业规模和产

品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2019 年，规模以上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 2.41 亿元，同比增加

29.3%；规模以上战略新兴产业增

加值 6.29 亿元，同比增加 15.7%；

新增 18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总

数达 553 家，成为县域经济发展

的生力军。

滦南县把提升人才实力作为

提升企业竞争力重要抓手，通过

外引内提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和创新水平，成为企业持续发展

的内在动力。创造性实施“聚才

引智兴业”人才工程，积极与高

校、科研院所等对接，做实“双

招双引”。紧盯县域发展需求，编

制了人才、项目、技术供需 3 个

信息名录，创建了滦南智库网站

和“滦南智库”微信公众号，并

建立了“人才之家”信息就业平

台，及时向社会传递人才供求信

息。2019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 389

人，落地人才项目5个。

鑫万达农机具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学勇指着一排排崭新的

收割机说：“这样的机器几年前都

得进口，通过科技创新，现在企

业不仅能生产全类型产品，而且

智能化水平比国际同行还要领

先。”10年前这家企业还是一家只

有 3 个工人的作坊企业，通过不

断研发创新，现在已成为拥有固

定式压捆机、自走式压捆机、青

饲料收获等六大系列 30 种产品，

年产机械 300 多台套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为给逐梦者提供腾飞的平

台，滦南县创建了中科院滦南中

心，成为首家县级政府与中科院

合作的交流平台，通过院地合

作、校城融合、创新创业等方式

与中科院等在人才、技术、设备

等进行广泛合作。2019年，与各

大科研所签署合作意向 30 余项，

3项研发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新增2家省级创新中心，6家市级

创新中心，70%以上的规上企业

都建立了研发机构，全县拥有专

利 747 项，取得国际先进成果 10

项、国内领先科技成果 50 余项、

省市科技进步奖18项。

同时，依托滦南经济开发区

做好企业创新、科研转化文章，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人工智能、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

兴产业，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

项目，已有包括高端环保装备制

造、5G物联网家居、高端医用耗

材项目等大批高新技术企业落

地。2019 年完成营业收入 270 亿

元，增速 49.45%，全省 155 家开

发区排名第8位。

为使原有特色企业提质增效，

全面振兴，滦南县通过鼓励企业采

用新技术，改换新设备，发展新工

艺，来推动传统企业二次创业。

在“钢锹之乡”——宋道口

镇，历经20年的耕耘，已经涌现

出燕南、腾飞、舒适等16家规模

以上钢锹企业。园区把创新研

发、技术革新放在首位，10家钢

锹企业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研发

团队，研发出冰铲、耙子、开墙

铲等上百种产品，完成17项新工

艺设计，100多项研发成果获得国

家专利。由于产品不断更新，产

品质量不断提升，钢锹小镇在行

业内的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每

年可产各型钢锹2.8亿把，产量和

出口量占全国的85%和95%，宋道

口镇有47家农具生产企业具备自

营出口权，产品远销 1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年产值达48亿元。

招数实成果丰
——河北滦南通过科技创新和聚才引智促企业转型升级

记者 王天武
通讯员 佟粒玮 王维宣

本报讯 吉林省临江市大栗

子街道加快实施乡村振兴“三步

走”战略，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的同时，以文化改变村风民风，

以环境整治改善村容村貌，以产

业发展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

感，走出了一条兴在产业、美在

生态、富在生活的乡村振兴之

路。

大 栗 子 街 道 注 重 文 化 的 融

入，提升乡村内在品质，培育、

提升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在望江村进村路口新建1处凉

亭，取名平安亭，寓意村民进出

平安、生活幸福；在大栗子村小

栗子社新建1处凉亭，取名为小栗

子亭，让原小栗子村村民留得住

乡音、记得住乡愁；打造“饮水

思源”亭，表达今天美好生活来

源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通过对

本土人文底蕴的挖掘和整理，重

建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为乡村

振兴带来鲜明的文化标识，也为

乡村振兴的特色化发展、差异化

布局提供支持。

今年以来，大栗子街道持续

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包保部门、

机关干部、党员志愿者及村民共

计 200 余人次积极参与环境整治

工作，平整路边场地实行“见缝

插绿”，播撒花籽、草籽 2 万余平

方米，栽种海棠、梧桐、云杉等

500余株。街道自行组织力量打造

14 个铁皮垃圾箱，营造绿色环保

浓郁氛围。出动钩机、铲车等大

型车辆 300 台次，清理垃圾 190

吨。大栗子街道环境整体有了一

个大提升，农村面貌有了一个大

跨越。

大栗子街道将乡村振兴战略

与“一谷一城”纵深推进，因地

制宜编制产业发展计划，以品牌

带动产业发展，增加产业附加

值。

望江村强化发展棚膜经济，

不断优化蜜汁葡萄种植及深加工

产业链，扩大海棠鸡心果、桃李

等种植面积200余亩。大栗子村着

力发展草莓、榛子种植项目，并

通过电商平台实现农产品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全覆盖。葫芦套村与

“徐大米”品牌合作，建立 300 亩

水稻种植基地，采用人工除草、

施用有机矿物质肥等种植管理模

式，打造原生态大米。通过产业

发展的提升和农业结构的调整，

大栗子街道以发展优质高效的绿

色经济作物，夯实农业产业发展

基础，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李艳宁 陈三虎

本报讯 今年5月，安徽省合

肥市蜀山区在全区开展“群众出

卷我们答卷”实践活动，小庙镇

党委紧密部署，镇人大积极响

应，依托 10 个村 （社区） 人大代

表站开展“群众出卷我们答卷

——小庙镇人大代表走社区听民

意惠民生”实践活动。

在小庙镇将军社区，居民代

表胡家成正在参加社区民情恳谈

会。胡家成表示，近年来，由于

将军岭学校教师短缺、教育质量

下降，导致生源流失严重，于

2018年9月停办。将军社区等3个

村 （社区） 适龄儿童入学只得到

六七公里外的小庙中心校和更远

的长岗小学就读，不仅上学路程

远，而且还不安全，由此建设高

质量学校成为群众呼声。

区、镇人大代表在了解到当

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后提建议，将

军岭学校改建获得区政府通过，

并增加建设一所配套幼儿园，预

计今年8月底完工。并实施小庙镇

教育振兴计划，主动对接名校进

驻，融入蜀山区优质教育资源集

团化办学。

“群众有需求，我们人大代

表有责任、有义务把大家的声音

传递给党委和政府。对于列入计

划的项目，我们人大代表还将进

行跟踪监督，并邀请居民一起推

动这些民生项目早日完工。”小

庙镇人大主席阮怀稳表示，“人

大代表走社区听民意惠民生”活

动无疑为群众反映诉求增添了新

渠道。

此次实践活动共收集 30 余条

意见、建议，涉及留守儿童就近

上学、老年人就近看病、新建文

化活动设施、加大对农村农业基

础设施投入力度等问题。

下一步，小庙镇人大将结合

实际进行专题调研并加强监督，

让群众期待有回应有落实，不断

提升小庙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记者 张伟伟
通讯员 子夏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

启动了老旧小区“变脸换肤”工

程。楼顶防水工程、小区环境整

治、配套设施安装……一桩桩都

进行得很顺利。

“你看，我们在小区入口安装

了自动识别道闸，为小区住户办

理了出入卡，所有出入人员都要

刷卡才能出入。同时，镇物管办

安排保安人员进行值班，保证小

区安全，现在的铜北小区一点也

不比市里差。”郑集镇物管办主任

张平说。

“老旧小区改造着眼于解决群

众居住基本问题，不求高大上，

不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在郑

集镇班子会上定下了老旧小区改

造的基本思路。

为把老旧小区改造做成一项

民心工程，今年初郑集镇进行网

上征集为民办实事意见和建议，

经过镇党委、镇政府集体研究，

决定将老旧小区改造列为25项为

民办实事工程之一，对铜北小

区、九龙小区、状元小区、同福

家园4个老旧小区进行提升改造。

目前，铜北小区、九龙小区已经

完成了提升改造工作。

“楼房外墙起皮，路上泥水

湿鞋，乱打乱建到处都是，看哪

儿都堵心。”家住铜北小区的老

住户刘光明说，春节后郑集镇物

管办启动综合整治，出行方便

了，环境好了，小区的房子也升

值了。

花香蝶自来，郑集老旧小区

改造迎来了第一批客人。6月初，

何桥镇镇村干部一行30多人来到

铜北小区参观学习，赢得一片赞

美声。

记者 戚原
通讯员 刘小莉

小区居民“刷脸”开门、公共

无线网全覆盖、100多个高清摄像

头监控无死角排查各类隐患……在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最大的安置小

区——郫筒街道蜀都新邨小区，居

民过上了出门不用带业主卡、安全

防护高的“智慧生活”。

蜀都新邨小区的人脸识别门

禁系统已经安装完毕，小区4个出

入口安装了7套人脸识别系统。蜀

都新邨社区党委书记叶光全表

示，整个系统正在调试期间，已

有700多名社区居民通过人脸采集

享受进出便利。

高空抛物是很多小区面临的

难题，蜀都新邨小区也不例外。

负责蜀都新邨智慧小区项目实施

的中国电信郫都分公司副总经理

陈宏志介绍，小区视频监控采用

800万高清像素摄像头，设置2个

高空抓拍摄像头、37 个地面抓拍

摄像头和 85 个地下抓拍摄像头，

做到整个小区视频监控全覆盖、

无死角。

蜀都新邨智慧小区项目由视频

监控、人脸识别、信息发布、公共

无线网等部分组成。“这个社区比

较特殊，紧临成都工业学院，大学

生比较多，对无线网的需求大。所

以，我们在小区内外都设置了无线

网，而这个公共无线网安全性极

高。”陈宏志补充说道。

蜀都新邨小区于 2010 年投入

使用，目前有居民户 2700 多户，

安置居民 6000 多人，流动人口

1000多人。如今，5G助力智慧小

区建设不仅提升了居民生活便利

度和幸福感，还提升了社区管理

服务水平。

谈及智慧小区的建设，叶光

全表示，这还得归功于社区开展

的“党建引领美丽新邨”党组织

共建行动。多年来，蜀都新邨社

区和辖区内企事业单位成立了党

组织共建联席会，通过发挥党组

织共建作用，强化党组织服务群

众的功能。去年底，通过党组织

共建联席会确定由中国电信郫都

分公司党支部认领实施智慧小区

建设，中国电信郫都分公司出资

40 多万元，社区出资 7 万元，共

同打造智慧小区。

当前，郫都区抓住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机遇，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主导产业数字化日益深

入，数字乡村加速推进。

陈宏志则表示，中国电信也

在助力郫都区5G智慧化应用场景

打造，蜀都新邨智慧小区建设就

是双方合作的具体落地项目。下

一步，还将助力郫都城乡融合发

展走廊新场景打造、“5G+工业互

联网”“5G+智慧社区”“5G+智

慧医疗”等建设。

安徽合肥蜀山区小庙镇人大代表走社区听民意

吉林省临江市大栗子街道以点连线绘制乡村振兴蓝图

安置小区的“智”感生活

昔日旧小区如今换新颜

日前，辽宁省沈阳市以“@沈阳营商”移动微服务平台为依托，在全省政务服务窗口率先正式推行

“一人一机一码，一事一次一评”的“扫码好差评”群众监督评价机制，切实做到“服务好不好、群众说

了算”。

图为沈阳市公安局民警在市行政审批大厅给市民讲解如何使用“扫码好差评”。

赵敬东摄/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