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刘爱生、杨富强）临城县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通过力量整合、队伍管理、督导问效三举措，凝
聚党建合力，助力脱贫攻坚。

扶贫队伍方面，全县每位县级干部，县直各单
位、企业，各乡镇班子成员及乡镇机关人员都分包了
贫困户进行帮扶。在此基础上，从县直单位和企业
选派责任心强、有能力的党员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
220个村进行精准帮扶。对贫困村和村班子薄弱涣
散村安排了“第一书记”，出台了相应的管理考核办
法，提升了贫困村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县委县政府
督查室、组织部、纪委等部门联合组成脱贫攻坚专项
督查领导小组，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不定期明察暗
访，对帮扶责任人工作成效进行“满意度”调查，对群
众不满意的帮扶责任人进行问责。

本报讯（记者黄清标）近期，在南和县“下基层送
党课”宣讲活动中，该县县委党校教师以集中授课、
邮寄资料或发送电子邮件方式，先后为 218 个行政
村的党员送去党课。这是该县“1235”基层党建工
程开展的一项活动。

今年以来，南和县实施了以突出“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这一主线，抓实抓好“农村党支
部+合作社”“党建+移风易俗”两种党建模式，加强基
层党组织标准化、制度化和智慧化“三化”建设，统筹
推进农村、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机关、学校、国企党
建工作为内容的“1235”基层党建工程。其中，县委
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在和阳镇左李召村等50个村
成立了种植、养殖、服务等合作社52家。对纳入台账
管理的 369 家非公企业和 82 家社会组织，分别以组
建、挂靠方式使党组织覆盖其中315家和79家。

本报讯（胡玉生）从 9 月 7 日举办的邢台市政务
新闻发布会获悉，自 7 月 1 日起，全市公安机关启动
了“创净土飓风行动”，以“一会一赛”安全等为总目
标，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对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
侵财犯罪展开凌厉攻势，深化开展网格化排查等重
点工作。截至 8 月 31 日，全市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1267起，其中，破获诈骗案件 144起、“两抢一盗”案
件389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2565名，其中，抓
获网上逃犯620人；排查各类治安隐患598处，追缴
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400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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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曝光终生
禁驾56人名单

9 月 5 日早高峰期间，邢台市交警支队桥
西一大队教导员王涛（左一）和车管所交警苏国
成正在商厦岗执勤时，发现一位老人昏倒在马
路上。两人立刻上前将老人搀扶到路边，及时
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寻找老人家属。救护车到
来后，两人又协助医务人员将已经苏醒的老人
抬上急救车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胡玉生摄

本报讯（李建立）9月5日，邢台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1-8 月份被吊销驾驶证
名单。总计624人驾驶证被依法吊销，主要涉及扣证
逾期未处理、交通肇事、肇事逃逸、二次酒驾、醉酒驾
驶、驾驶报废车等10类违法犯罪案件。同时，公开曝
光了终生禁驾56人名单，包括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构成犯罪49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3人，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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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扶贫措施 拉近干群关系

巨鹿开展精准扶贫系列帮扶活动
2901户农村危房改造
9 月 底 前 全 部 开 工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永 晨 通 讯 员 张
胜） 每月的 17 日，巨鹿县包括县领导
在内的各个帮扶责任人都会走村入户，
与驻村扶贫工作队和社会各界一起有针
对性地开展系列帮扶活动，并深入每个
贫困家庭面对面交流沟通，详细了解贫
困家庭的脱贫进度、发展意向、需要解
决 的 问 题 等 ， 商 讨 落 实 下 一 步 帮 扶
措施。

为进一步助力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
确定脱贫项目、提高扶贫成效，巨鹿县
从今年 1 月起把每个月的 17 日确定为精
准扶贫“主题活动日”。每月活动日都要
结合工作实际确定一个主题，有重点、
有目标地对贫困户进行精准帮扶。各帮
扶单位积极开展调研、走访、慰问等活

动，并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广泛
参与进来。

小吕寨镇的 5 个重点贫困村目前正
在发展林下经济，建设食用菌大棚。最
初动员贫困户搞食用菌时，大多响应不
积极。随着精准扶贫“主题活动日”的
实施，贫困户与帮扶责任人的沟通交流
增多了，关系越来越融洽，现在大家积
极性都很高，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小吕寨镇党委书记董春雷介绍说，
活动日对每个帮扶责任人入户的要求是
刚性的。几次活动下来，帮扶人和贫困
户双方的关系从淡漠转化成亲近，后者
从心理到行动变得自觉自愿。后大吕村
贫困户入股种的甜瓜不久前熟了，就有
贫困户主动打电话邀请帮扶责任人到家
吃甜瓜和大锅菜。“活动不仅落实了扶
贫措施，还拉近了干群关系，增进了社
会和谐，有效激发了贫困户脱贫奔小康

的内生动力。”
据了解，该县精准扶贫“主题活动

日”开展以来，落实了各项扶贫政策，
改善了贫困村的基础设施，还通过政府
融资、财政资金扶持等方式，逐步实现
86 个贫困村农业科技孵化园全覆盖。
依托“孵化式”“合作式”“带动式”三
种股份合作制模式，把贫困群众深度嵌
入到产业链上，形成“群众意愿+1+5+
10+N”产业扶贫格局，即在充分尊重
群众意愿基础上，大力发展 1 条林下经
济扶贫长廊，5 个现代农业扶贫园区，
金银花、枸杞、杏、设施蔬菜、畜牧养
殖、油葵、苗木种植、食用菌等 10 大
扶贫产业，加快推动贫困群众向流转土
地赚租金、入园打工挣薪金、入股分红
挣红金“三金”新型农民转变。

如今，“合作式”产业扶贫模式已带
动崔寨、寻虎、台头等 26 个贫困村的

1824 户 4196 名 贫 困 人 口 年 人 均 增 收
1200 元；“带动式”股份合作扶贫模式
使前无尘、郝鲁、赵庄等 16 个贫困村的
851 户 1958 名贫困人口年人均增收 1360
元；“孵化式”股份合作扶贫模式已带动
张庄、柳洼、宋庄等 11 个贫困村的 840
户 1934 名 贫 困 人 口 实 现 年 人 均 增 收
1500元。

巨鹿县委书记孙保祥介绍说，通过
开展精准扶贫“主题活动日”的系列活
动，该县脱贫攻坚工作在五个方面发生
了积极转变，即脱贫攻坚由过去单项重
点工作向县委、县政府政治任务转变，
帮扶力量由部分人参与向全社会共同参
与转变，贫困群众由过去自力更生向有
效借助政府和社会平台脱贫转变，由

“单干”脱贫向群体“抱团”脱贫转变，
由重点靠一产脱贫向靠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转变。

脱贫攻坚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王永晨 通讯员张利海）9月6日，
笔者从邢台市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部署会暨政策宣传
业务培训会上获悉，该市2017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为2901户，9月底前全部开工，11月底前全部竣工。

邢台今年对农村危房改造户的要求非常明确，
即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四类重点对象。来自中央和省里
的财政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对这四类重点对象的危房
改造补助。会议要求各县（市）要认真落实改造政
策、补助标准、补助对象、资金发放、实施情况以及信
息档案“六公开”，落实技术人员包村包户制度，帮助
农户制定改造方案，帮助解决施工建设问题，把农村
危房改造成放心工程、满意工程。

当天，邢台市建设局在威县人民广场举办了农
村住房建设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下乡活动。

本报讯 （记者黄清标）“这个公厕
现在没什么臭味了，也干净了。”9 月 4
日下午，在邢台市区育英街与守敬路交
口处卖水果的石女士笑着说，以前旁边
这座公厕脏乱差严重，她是既离不开又
不愿进。而经过改造后，公厕内外焕然
一新，还设置了配有安全椅及婴儿床的
母婴卫生间和方便残疾人等使用的“第
三 卫 生 间 ”， 供 水 管 安 有 防 冻 保 温 装
置，并配有 4 个洗手池。5 日上午，记
者查看了以前基础条件差、每到夏天就
异味熏鼻的八中街西口、育才路南口和
市政维护处旁的公厕，发现这些公厕都
新增保温供水管、洗手池、自动冲水设
施、蹲位隔断板等设施，内部均相当
洁净。

这是邢台市城管、环卫等部门对市
区公厕予以改造提升所带来的变化。

邢台市区公共设施历史欠账较多。
此前市区固定公厕设施差、管理不完
善，市民时有反映和抱怨。小公厕关系
大民生，邢台市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决
定投资 1828 万元，对市区公厕予以高标
准改造提升。2017 年邢台市 《政府工作
报告》 明确提出“完成市区 90 座厕所改
造提升”，将市区 43 座旱厕、47 座不达

标水厕的改造提升及购置更换 43 座移动
公厕工作，列为该市今年十项民生工程
之一、市区重点城建工程和重点督办
事项。

说干就干。该市环卫部门在赴河南
省新乡市、山西省临汾市和北京市考察
的基础上，一个月内完成 90 座固定公厕
的改造图纸设计，按照“分类实施、全面
推进、能改尽改、符合实际”的思路，以公
开招标方式一次性确定 15 支专业改造施
工队。对 15 家施工队实行竞争激励制，
完成工程快而好的，可参与其他片区改
造。环卫部门对照改造计划表，对各队
施工进展每天一查、三天一调度、每周一
排队，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各施工
队坚持“原址不变、面积不变、节约资金、

方便使用”原则，加班加点赶工期，按时、
保质完成了既定任务，将主要街道、重要
节点部位的 43 座旱厕改造成水冲式厕
所，接入供水、排污管道，增设洗手池、排
风除臭等设施；对 47 座水厕增设自动冲
水、干手器、冬季保温、排污管道等设施，
并结合公厕空间布局等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增设母婴卫生间、第三卫生间；结合
市民意见和商场、菜市场、游园等分布情
况，购置更换 43 座高标准移动公厕。市
民扫描公厕墙上的“邢台市区公共卫生
间服务”二维码，即可查询市区公厕分布
情况，且兼具导航功能。这样，无论你身
在市区何处，都能很方便地找到就近的
公厕。

日常管理方面，该市环卫部门制定

了人、岗、责、时、奖惩等“五定”制
度，制定了公厕门前、地面、墙壁、隔
断面、窗台、蹲位、便器、水池等“八
净”标准和照明设施、冲水设施、排风
设施及手纸配备“四齐全”保洁标准，
要求保洁员每天 6 时至 22 时随时保持公
厕洁净，适时燃熏香和喷洒空气清新
剂，所管公厕若被每日巡查的管理人员
拍摄到有不洁之处或嗅到异味，将受到
相应经济处罚。

邢台市的“公厕革命”赢得了市民
的赞扬。网友“秀玲”日前在“邢台环
卫”微信公众号里留言说，“市区厕所特
干净，舒心，谢谢你们环卫工。”网友

“抹茶”则提议，“大家一起维护，爱护
好公厕，一起努力建设美丽邢台！”

邢台投资 1828万元改造提升市区公厕
今年完成市区43座旱厕、47座不达标水厕的改造提升及购置

更换43座移动公厕工作

本报讯 （记者邢云 通讯员申建宁、
叶燕川） 今年以来，宁晋县不断加大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着力服务企业、项
目，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经济发展呈现良
好势头。1—7 月份，该县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 133.1 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增加值
95.69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1.094 亿美元，
三项指标均居邢台市第一。列入省重点建
设 项 目 4 个 ， 总 投 资 88 亿 元 ， 在 全 市
领先。

宁晋县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成立了服

务企业办公室，实行“清单+代办”制度，
全程跟踪服务，特别是对盐化工园区 40 家
企业反映的 80 个问题，县委书记直接盯
办，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不到一个月
时间，问题全部解决。对重点项目继续实
行“五包一”责任制，每个项目、每项工
程都由县级干部、责任单位负责人、责任
乡镇主要领导、分包乡干部、后备干部五
个人共同分包负责，真正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推动投产达效。

在招商引资方面，该县出台了 《招商
引资企业发展扶持政策 12 条》，积极对接
京津，瞄准重大产业项目、战略支撑项目
和新兴产业项目，组织开展了“百日招商
会战”活动，通过在京举办“河北·宁晋
专题招商推介会”等系列招商对接活动，
达成了一批项目的合作意向，全县签约项
目 16 个，总投资 294 亿元，目前正在加紧
推进实施。同时，还有一批亿元以上重点

项目正在洽谈落实中。
在项目建设上，引进具有长远发展前

景、能够形成规模效应、具有高附加值的
企业，形成新的竞争力。同时，抓好现有
企业提升，重点扶持晶龙、玉锋、宁纺、
健民、惠尔信、童泰等骨干企业，激发企
业创业积极性，延长企业链条，打造在全
国叫得响的知名企业。一系列扎实有效的
工作，使该县项目建设呈现出强劲势头。
一是质量较高。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 4
个，总投资 88 亿元；列入市重点建设项目
16 项，总投资 249 亿元。二是结构较好。
在建重点项目多半涉及光伏、生物制药、
盐化工等产业，项目向主导产业集中趋势
明显。三是推进较快。20 个亿元以上在建
项目，总投资 177 亿元，目前完成投资占
年度计划的78.7%，其中，4个省重点、12
个市重点在建项目完成投资分别占年计划
87.8%、73.2%。

宁晋优化营商环境助推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祁
云平）为全面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
权益，日前邢台市桥东区司法局联
合区妇联、法院等单位，在该市率
先成立了妇女儿童庇护所。

据悉，庇护所将为辖区内遭
受性别歧视、职业侵害、家庭暴
力、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或暂时无
家可归的妇女、儿童、老人等提供
临时庇护。如遇需庇护的妇女儿
童，可通过此前搭建的法律服务
网络衔接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
服务平台等法律维权部门，为深
陷困境的妇女儿童提供全面的法
律保障服务。

桥东区

在全市率先成立
妇女儿童庇护所

本报讯（通讯员许英华 记
者黄清标）近日，清河县卫生计生
部门在基层卫生院等处设置了
18个免费“健康自测小屋”，以帮
助农村群众及早发现慢性疾病，
提高健康水平。

“健康自测小屋”配有免费
使用的电子血压计、血糖仪、身
高体重仪、身体脂肪测量器、腰
围尺等检测设备，墙壁上的“健
康教育宣传栏”内标有高血压、
高脂肪、糖尿病等病症的数据判
断标准，农民可以将其身体测量
数据与该标准比对，方便而快速
地判断自己是否患有相关慢
性病。

清河

在基层卫生院设立
免费“健康自测小屋”

1—7 月份，全县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 133.1 亿元，规模以
上企业完成增加值 95.69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1.094
亿美元，三项指标均居邢台
市第一

▲9月2日，邢台县川林村农民安庆亮在收获板栗。
▶9月2日，邢台县大戈廖村农民李燕英在收获板栗。
邢台县43.5万亩板栗正值收获期，种植户纷纷走上山场收获板栗。位于太行山区

的邢台县在生态建设过程中，坚持增绿与增收相结合，大力发展林果种植。目前，该县
板栗、核桃、苹果等种植面积达67.5万亩，林果业成为广大群众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

记者 赵永辉 通讯员 陈雷摄

本报讯（院红）为方便大中型
企业职工申请住房保障资格，邢
台经济开发区日前简化审批流
程，率先在邢台市开通大中型企
业职工住房保障资格审核一站式
办结绿色通道。

据悉，该区有住房保障需求的
企业共32家，有申请住房保障意
愿的职工817人。该区设立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实施一站式审结。

开发区

开通企业职工住房保障
资 格 审 核 绿 色 通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