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刘素丽 记者 刘剑英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
剧，部分人群出现了焦虑、抑郁等心理
问题，影响了身心健康。2014 年，邯郸
市启动“心灵驿站”创建，通过人文关
怀、心理疏导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
进社区，逐步建立覆盖全市的人文关怀
和心理疏导工作网络，帮助人们卸下思
想和情绪包袱，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
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截至目前，
全市创建“心灵驿站”40家，为人们打造
出心灵栖息的港湾。

“心灵驿站”来到百姓身边

温馨的暖色调环境，舒缓的轻音
乐，心理咨询师的耐心倾听和解答，让
来访者的不良情绪渐渐疏解。6 月 19
日，笔者在邯郸学院“心灵驿站”看到，
200 多平方米的“心灵驿站”内，心理咨
询室、感统训练室、心理测量室、沙盘游
戏治疗室等一应俱全。

“临近毕业，大学生面对就业、感情
等问题，容易出现紧张焦虑、情绪低落
等情况，通过及时干预，有助于他们疏

解不良情绪，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该
院“心灵驿站”负责人、二级心理咨询师
王秀希介绍，他们拥有 6 位心理咨询师
和40多位心理服务志愿者，建立了心理
咨询师和志愿者工作制度，定期开展工
作沙龙和技能培训，常年面向学校和社
会开展心理咨询、心理疏导等志愿服
务，“今年上半年就为大学生开展心理
疏导等服务150余人次”。

针对大学生身心特点，邯郸学院还
开展了心理剧大赛，把大学生遇到的心
理问题及解决过程，通过舞台剧形式呈
现出来，呼吁大学生关注心理健康，增
强心理保健意识。

不仅服务学生，还面向社会开展心
理疏导、心理咨询等公益服务。王秀希
说，该校“心灵驿站”设置了咨询热线，
免费向社会提供心理服务。同时与团
市委、市政研会等合作，针对留守儿童
开展团体心理辅导 100 余场，针对亲子
教育等举办“家长培训”10余期。

“各‘心灵驿站’采取专人与志愿者
相结合的办法，配备 2 名以上具备心理
咨询师资质的专兼职心理疏导服务人
员，为群众提供专业心理服务。”邯郸市
政研会秘书长、市“心灵驿站”活动办公

室负责人陈玉洲介绍，该市2014年启动
“心灵驿站”创建，鼓励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等整合资源，或依托宣传文化活
动室、道德讲堂、卫生服务中心等建设

“心灵驿站”，目前累计创建了40家。

完善常态长效服务机制

近日，一场以“呵护心灵，传递快
乐”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在邯山
广场举行。针对社区居民面临的婚恋
情感、亲子教育、人际关系等问题，邯山
区罗城头街道办“心灵驿站”的4名心理
咨询师，耐心地为群众解疑释惑。

“孩子马上就中考了，我现在满脑
子都是考试的事，焦虑情绪似乎也影响
到了孩子。”45 岁的薛女士来到咨询台
前，向心理咨询师道出自己的烦恼。

“家庭生活保持正常状态就好，不
必刻意营造无声的家庭氛围，不必闭门
谢客，那样只会增加紧张气氛⋯⋯”心
理咨询师的专业解答，让薛女士露出一
丝笑容。

让“心灵驿站”走进百姓，让心理服
务不断档。为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邯
郸市组建了心理咨询专家库和志愿服

务团队，要求各“心灵驿站”发挥专家作
用，坚持每周2次邀请专家进站服务，并
建立工作台账，跟踪服务效果。各“心
灵驿站”利用周末及重要节日节点，深
入基层开展心理咨询、专题讲座、心理
沙龙、心理影片赏析、素质拓展训练等
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公众心
理健康水平。市“心灵驿站”活动办公
室定期聘请专家到企业、学校等举办

“心理咨询流动大课堂”，定期组织经验
交流、现场观摩、集中培训等活动，提升
从业人员服务水平。

“针对重大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
等突发情况，我们还建立了心理干预
机制。”陈玉洲介绍，2016 年 7 月，邯郸
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针对部分灾区
群众出现的心理问题，他们紧急组织

“心灵驿站”25 名心理咨询专家奔赴
灾区，开展心理慰藉、心理疏导服务，
帮助灾区群众平复情绪，增强重建家
园信心。

“下一步将继续扩大‘心灵驿站’覆
盖面，完善常态化、长效化服务机制，提
升公众心理健康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和
人际和谐，提升群众的幸福感。”陈玉洲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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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邯郸市启动“心灵驿站”创建，开展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进企业、进学校、
进机关、进社区。截至目前，全市创建“心灵驿站”40家——

百姓身边的“心灵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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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实现食药安全网格化监管全覆盖

全 市 拆 除 违 建
面积494万平方米

肥乡区建立“扶贫微工厂”63家
带动贫困人口就业5000余人，人均年增收1.5万元

永年区

谋划实施88个重点旅游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赵春辉 记者刘剑
英）今年，邯郸市食药监部门以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统领，加强风险
监测，开展专项整治，强化行刑衔接，严
格监管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强化监测，筑牢防线。发挥抽检风
险监测、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的技术支
撑作用，提高监管工作针对性、靶向性。
今年 1 至 5 月，共抽验食品 300 批次，检
出不合格食品18批次；抽验药品287批
次，检出不合格药品1批次；食品安全第
三方检测 690 批次，发现安全隐患 27
处。对检测出的不合格产品，迅速核查
处置；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开展专
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
净化食药消费市场。今年5月，该市依托
第三方抽样检测油条铝超标问题后，迅
速启动专项整治，安排专项抽检 200 批
次，检出不合格产品11批次。

重拳出击，严守底线。突出问题导
向，围绕食药安全热难点问题，突出重
点区域、重点品种和关键环节，每月确
定一个整治重点，分阶段分领域持续开
展“百日行动”、医疗机构药械质量、蔬
菜场外交易、医疗器械违规经营使用等
系列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台账式管理跟
踪问效。今年前5个月，共发现整改安全
隐患 6108 处，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639起，移送司法机关案件3起。

行刑衔接，凝聚合力。与公安等部
门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协同查处、
统一发布等协作机制，促进行政执法和
刑事司法无缝衔接，形成打假治劣合
力。今年以来，联合召开案件研判、信息
会商等会议 7 次，联合核查药品 13 个品

种、42 批次，联查联办案件 11 起、执法
60余次，成功打掉一批黑作坊、黑窝点。

网格监管，全面覆盖。针对基层监管
任务重、人员少，监管对象体量大、链条
长等实际，建立市县乡村四级网格化监
管机制，构建布局合理、责权分明、运转
高效的监管网络，形成监管合力。全市建
立县级网格20个、乡镇级网格287个、村
级网格5693个，聘任基层食药安全协管
员6668人，实现网格化监管全覆盖。

强化培训，技术帮扶。依托市食品
药品检验中心技术、人才优势，开展食
药企业检验能力提升培训。近年来，先
后组织培训班 6 期，培训食品药品生产
企业检验人员 300 余人次。同时依托优
势重点食品生产企业检验平台，免费对

全市食品生产企业质检人员分类对口
培训。今年已举办 3 期，80 余名肉制品、
调味品、饮用水、食用油生产企业检验
人员完成培训，提升了企业自检能力。

创新服务，便民惠民。鼓励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社会监督，以大型食品超市（商
场）、食用农产品批零市场等经营主体为
依托，在全市建立 76 家“食品安全驿
站”，实现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
大中型食品超市全覆盖，为消费者免费
检测产品农药残留、生鲜肉水分、非法添
加物和瘦肉精等，即时公示快检结果并
与邯郸市民网进行链接，引导公众安全
消费。截至目前，共在邯郸市民网发布快
检信息3万余条。发挥“12331”投诉举报
平台作用，落实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公众
参与食药安全社会监督。1 至 5 月，受理
办结食药投诉举报 649 件，按时结办率
和群众满意率达100%。

本报讯（通讯员冯晓广、刘
海军 记者白增安）山上绿树成
荫，核桃挂满枝头，100 多头藏
香猪伴随着苑学连的口哨声从
林子奔出，到山脚下猪舍食用饲
料⋯⋯这是6月15日笔者在涉
县西达村村民苑学连承包的
500亩荒山上看到的情景。

49岁的苑学连是一位农村
妇女，是涉县职教中心的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课堂帮她打开了
致富之门。“开始承包经营时，
对畜禽怎么养殖、果木如何嫁
接一窍不通。报名参加了农民
培训班，掌握了这些技术，把
500 亩荒山变成了现在的百果
园。”苑学连说。

近年来，针对群众对核桃、

花椒、中药材、生猪等种植养殖
管理技术的需求，涉县职教中
心开设了种植管理、果林生产、
园艺花卉等 5 个专业，开展新
型职业农民培养。该中心从河
北工程大学聘请专家教授，从
县农牧局、林业局等邀请有实
践经验的技术专家担任兼职教
师，依托产业规模较大的江家
庄生猪养殖基地、王金庄花椒
种植基地、凤凰新村优质核桃
集中区、庄上村花卉种植基地
和以岭药业万亩药材基地开设
课堂，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
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截至目
前，已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4 万
人次以上，累计培养 980 名新
型职业农民。

本报讯（通讯员李耀彩、马晓 记
者刘剑英）6月21日8时许，肥乡区东漳
堡乡东大靳村20多名贫困留守妇女，走
进村“扶贫微工厂”加工汽车坐垫。在推
进精准扶贫过程中，肥乡区鼓励劳动密
集型企业在农村设立“扶贫微工厂”，让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目前已建立

“扶贫微工厂”63 家，发展家庭手工业专
业村 10 个，带动贫困人口就业 5000 余
人，人均年增收1.5万元。

肥乡区打出就业扶贫、产业扶贫、
健康扶贫组合拳，增强贫困群众脱贫内
生动力和造血功能。该区建立了区扶贫
技术培训中心，对贫困劳动力开展农村

实用技术、劳动技能和转移就业培训，
对创业致富带头人、扶贫示范户、扶贫
干部开展专项培训。

培育扶贫产业。把精准扶贫同现代
农业相结合，建成现代农业园区 8 个、
扶贫产业示范园区 7 个，推行“保底收
益+分红”的股份合作，建立 3363 户贫
困户与17家扶贫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
实现贫困村和贫困户全覆盖。探索“电
子商务+龙头企业+扶贫开发”扶贫模
式，创建肥乡区电子商务进农村物流配
送系统，将全区 16 家市级扶贫龙头企
业、1136 个贫困户纳入网店开设、物流
配送等电商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将 13

个贫困村列入美丽乡村“四大片区”，打
造了“国学小镇”梁庄村等旅游示范村，
带动贫困群众吃上“旅游饭”。壮大集体
经济，鼓励贫困村按照村企合作型、民俗
旅游型和筑巢引凤型等模式，与企业进
行股份合作，通过分红增加集体收入。

健康扶贫避免因病致贫。组织区、
乡、村三级医生服务团队，与贫困户签
订医疗服务协议，依托农村“健康小屋”
开展健康教育、健康指导等服务。构建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免
四减”救助、商业补充保险“五重保障”，
将贫困户个人实际支付费用控制在总
费用10%以下。

本报讯（通讯员赵明 记
者刘剑英）6 月 16 日，永年区启
动了第十四届中国·邯郸国际
太极拳运动大会暨第三届邯郸
市旅发大会百日冲刺。

永年区是邯郸市第三届旅
发大会承办地。该区发挥“中国
太极拳之乡”的独特资源优势，
将第十四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
拳运动大会与第三届邯郸市旅
发大会两会合一，借力“两大盛
会”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此
次盛会以“古韵邯郸，太极永年”
为主题，重点打造广府片区、洺
州新城片区和西部片区三大片

区，谋划实施 88 个重点旅游项
目，全面展示“山水太极，养怡永
年”形象，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为推进“两大盛会”，该区
成立了三大片区指挥部和专项
工作组，坚持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目前，88个重点项目中已有
14 个全面完工。开幕式演出正
加紧排练，宾馆接待条件全面
提升，景区基础设施进一步完
善。广府景区新增 50 余万株树
木、小灌木和花卉，完成 9.78 万
平方米草籽播种，洺州新城植
树 52.3 万株，西部片区 6 条主
干道完成绿化美化。

本报讯（通讯员张坤、庞
薇 记者刘剑英）“经过覆土、
植被绿化，这座百米高的矸石
山，终于变成郁郁葱葱的景观
山。”6 月 18 日，说起矸石山的
变化，峰峰矿区三矿退休工人
陈玉彬感慨不已。矸石山曾是
矿区地表的“伤疤”，随着治理，
这块“伤疤”正逐渐愈合。

峰峰矿区因煤而兴，“煤
城”曾是响亮的名片。然而，随
着资源日渐枯竭、矿区转型发
展，一座座矸石山带来的生态
环境问题日益突显，矸石山治
理迫在眉睫。

该区境内共有矸石山 17
座 ， 矸 石 堆 存 量 约 3660 万

吨，占地约 105 万平方米。去
年 9 月，矿区启动了全域矸石
山治理攻坚行动，短期内，矸
石山全部苫盖，安装洒水管路
和喷淋装置，实施削坡、覆
土、植被绿化、雨水收集等综
合治理措施。中长期规划与国
家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
品管理技术中心合作，编制矸
石山治理利用方案，加强综合
利用，创建矸石山综合治理示
范工程。

截至目前，矿区完成矸石
山苫盖 93 万平方米，削坡 652
米，覆土 520 立方米，安装喷淋
管路 17800 米，定期进行全覆
盖喷雾降尘。

本报讯（谷怀平、丁少义）
作为全省商标战略实施示范
县，曲周县把培育注册商标和
争创驰名商标作为提升县域经
济综合竞争力和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抓手，形成“政府培育
商标、企业争创商标、市场推崇
商标”的良好氛围，目前有效注
册商标总数 1630 件，其中，中
国驰名商标 5 件，数量居邯郸
第一。

健全机制，构建商标保障
体系。该县以天然色素、玩具童
车等主导产业为重点，制定商
标战略三年发展规划，推动商
标梯次发展。指导市场主体选
择新颖、独特的商标，及时申请
注册，免费查重，联系代理机
构，直至注册成功。建立企业商
标帮扶员、企业商标双注册制

度和商标战略信息平台，帮助
指导企业注册、正确使用和管
理商标。目前，全县商标注册量
以年均150件的速度增长。

品牌培育，激发商标发展
活力。坚持维护权益与保护商
标并重，与企业联手打假维权，
帮助企业对商标进行扩展注册
和延伸注册。坚持品牌发展与
规模生产并重，帮助企业成功
申请“福马仕”“亿航”等商标，
实现了曲周童车由作坊式向规
模化转变。坚持提高知名度与
提升品牌价值并重，“晨光”“欢
驼”等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后，市
场占有率、知名度、社会效益大
幅提升。坚持特色培育与效益
提升并重，累计注册“老营村”
西瓜、“小弟八”苗木等农产品
商标351件，产品畅销全国。

峰峰矿区

开展矸石山治理攻坚

曲周

有效注册商标达1630件
全县商标注册量以年均150件的速度增长

本报讯（记者白增安）今年以
来，邯郸市主城区道路绿化栽植工
作按照“增绿量”向“提品质”转变的
要求稳步推进，到目前已植树 2 万
余株，栽植绿篱等 72 万余株，地被
植物7万余平方米。

该市在东环立交桥上栽植草花
玫红牵牛6.4万余株，在北城雕绿地栽
植月季、丛生百日红1.68万株，在迎宾
线设置月季花墙200米，在人民路、滏
河大街和浴新大街（丛台路至联纺路
段）等地段栽植月季、海棠、文冠果等
花木4.8万余万株。

在东环南路、中华大街北延段和
油漆厂路东段等34条新移交道路绿
地提升工作中，该市采用覆盖遮尘、
装袋防尘、喷水抑尘等方式，严格控
制生产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同
时，为降低绿化成本，该市启动了河
水、污水和雨水浇灌绿地以及苗木移
植去密两项专项工作，大幅度减少车
辆运水成本和用水成本。

本报讯（记者乔宾娟）今年，邯
郸市紧紧围绕打造“高品质生态环
境、高质量发展空间”的目标定位，
开展了力度空前的集中整治“双违”
暨“一区三边”违法建设专项行动，
为完善城市功能、补齐城市短板、美
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腾出了
空间，有力地促进了民生改善，激发
了城市发展潜力。截至目前，全市
已拆除违法建设面积494万平方米。

整治中，该市坚持绿色拆违，所
有拆违现场均配备雾炮车、洒水车、
水枪，并突出拆运同步，拆违垃圾
24 小时清运完毕，腾出的空地、尚
未运走的垃圾，立即覆盖，杜绝扬尘
污染。坚持植绿跟进，将拆违工作
与棚户区改造、美丽乡村建设、村庄
绿化美化及路网建设等重点工作相
结合，按照“拆除一片、规划一片，清
理一片、美化一片”的目标，同步推
进造林绿化、景观打造、节点靓化。

涉县

累计培养980名新型职业农民

主城区道路绿化
植树 2 万余株

数读新闻

▶日前，邯郸市文明办、团市委、市公安交警支队举办
“关爱童心 安全童行”荧光衣捐赠公益活动，美的集团为
小学生免费发放了1万件荧光衣，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记者 乔宾娟摄

▼近日，邯郸市举办了冀南皮影戏走进市图书馆活
动。他们邀请肥乡区东马寨皮影戏剧团为孩子们表演《西
游记》《封神演义》等皮影剧，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

郝群英摄

全市建立县级网格 20 个、乡镇级网格 287 个、村级网格
5693个，聘任基层食药安全协管员6668人

6月22日，“迎七一 颂党恩”邯郸市书画名家进社区活动在
展二社区举行。市文联组织书画名家走进社区，用手中的笔墨歌
颂新时代，庆祝党的生日。 董 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