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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换新颜 绽开文明花
——我省集中开展文明创建“十大专项行动”

文明河北

石家庄志愿者王昆
捐髓救血液病患者

吴桥县安陵镇蔡庄村村民蔡士学

“当好带农致富的‘土专家’”

勤俭节约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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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薛惠娟

截至 9 月底，全省已有 40703 个村庄
实行了城乡一体化垃圾治理模式；到 7 月
底，已建设完成便民市场 100个，建设工作
进展顺利；到 10 月底，城市公厕项目建成
1855座，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今年以来，我省集中开展了文明创建
“十大专项行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
烈的公共规范、公共秩序、公共环境、公共
服务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城乡环境明
显改善，群众文明素质大幅提升。

提升全社会文明素质，补齐
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是广大群众自
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
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全省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取得明显成效。

“2018 年至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第六届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周期。”省文明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省委关于“文明创建要抓治理、整治”
的要求，我省决定集中开展文明创建“十大
专项行动”，着力提升全社会文明素质，补
齐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让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着眼于进一步巩固拓展提升创建成
果，“十大专项行动”以 2018 至 2020 年为
三年行动周期，从群众身边的事、服务群众
的事、方便群众的事抓起，一件接着一件
抓，抓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

从今年起，我省以严明的标准、严格的
措施深化文明礼仪规范、婚丧嫁娶革新、公
共场所治乱、交通秩序整治、城乡环境提
升、户外广告提质、市场建设便民、“厕所革
命”推进、绿色节俭强化、质量文化培育等

“十大专项行动”。
省直各有关部门结合本行业本系统

实际，根据分项行动方案确定本部门任
务，进一步细化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
各单位间还建立了工作会商和月报制度，
即责任部门每月向牵头单位汇报进展情
况，牵头单位根据各地月度工作进展，及
时印发简报通报，加强督促指导。同时建
立了督查考核机制，将工作内容细化量

化、具体化，建立项目清单、任务清单、时
限清单、责任清单、问题清单，形成了工作
落实的合力。

从小处着眼、实处入手，不断
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以前小区附近没有便民市场，辛集市
清河湾小区居民李先生抱怨，“我们买菜要
去隔好几条街的市场，很不方便。”

如今，家门口建起了占地面积达 30 亩
的清河湾便民市场。市场内分区明确、布局
合理，各种菜品琳琅满目，300 户商贩已全
部入驻。李先生高兴地说：“买东西方便多
了，吃着也放心。”

而在沧州，为解决菜市场脏乱差和市
民买菜难问题，今年中心城区将升级改造
新建 13 个菜市场，进一步满足市民便捷、
安全的购物需求。

便民市场关系群众的日常生活。但便
民市场规模小、容量不足、居民消费不便
等，成为各地关注的重点问题。省商务厅
扎实推进市场建设便民行动，今年计划在
全省改造或新建生鲜超市、菜市场、农贸
市场等便民市场 200 个，使便民市场布局
更加合理，配套更加完善，交易环境不断
改善。

婚丧嫁娶铺张浪费；在公共场所乱扔
乱吐、乱贴乱画、乱摆摊点和宠物乱跑乱排
等；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车辆行人不各行
其道⋯⋯围绕群众最关心关注的领域，我
省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与改善民生紧密结
合起来，从厕所、菜市场建设、餐桌文明等
小处着眼，实处入手，千方百计为群众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

省 住 建 厅 推 动 各 地 清 理 积 存 垃 圾
2193.4 万立方米，拆除违法建设面积 1986
万平方米；实施了一批城市公厕、旅游厕
所、公路厕所建设改造项目；强力清除违规
设置的户外广告，建立健全了城市广告牌
匾设置管理长效机制。

省水利厅对河湖开展清除垃圾、清理
违障、清洁水质“三清”行动，清理非法入河
排污口 831 个，黑臭水体已治理完成 59 条
段。并联合 10 部门下发了有关通知，确定
了 39 个垃圾治理试点市、县，实施农业面
源污染综合治理。

省公安厅联合交通、住建部门，从严从
细排查治理道路安全隐患，明确 7 类排查
重点和 33 项具体标准，并将 7979 家道路
运输企业、90 余万重点车辆及其驾驶人全
部纳入监管范围。目前已排查整改隐患
57341 处，累计检查“两客一危”运输企业

8643家次，清退重点驾驶人1635人。

动员引导广大群众支持参与，
共享整治成果

婚丧事大操大办、奢靡浪费、攀比炫
富，以往婚丧嫁娶中的陋习不见了，如今在
我省，喜事小办、丧事简办渐成风尚。

在磁县撒谷村，村民王鹏翔没有出一
分钱彩礼，迎娶了新娘尹祖鑫。在婚礼现
场，原本准备 40 桌的酒席减到 10 余桌，标
准减至 100元，烟酒全都按照标准办。整个
婚事办下来，王家省了1万余元。

我省积极推进婚丧嫁娶革新行动，开
展移风易俗。如今，邯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喜事小办，“零彩礼”婚礼渐成新风，已
有上千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

群众既是精神文明创建的受益者，更
是参与者。“十大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部
门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动员引导广
大群众支持、参与专项行动，在共同参与中
共享整治成果。

省公安厅推进交通秩序大整治，群众
交通文明守法水平不断提升，特别是机动
车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已成为更多机动车驾
驶人的文明习惯。同时大力倡导“交通志愿
服务”，志愿者走上街头劝阻违法，走进校
园开展宣传；高速交警总队搭建交通违法

“有奖举报平台”，对 2239 名举报群众发放
奖金4.9万元。

省环保厅深入开展“美丽河北·环保先
行”志愿服务活动，省、市、县三级组建了有
13000 多名志愿者参加的环保志愿服务
队伍。

省教育厅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
地、主渠道作用，开展了“最美孝心少年”评
选、“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改革开放·
开创美好，永远跟党走”百万师生主题实践
等系列教育活动，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和师德师风建设。

省妇联组建省、市、县三级讲习所讲师
团（分团），已开展巡回宣讲 9415 场，向妇
女宣讲移风易俗、抵制不良风气、倡行文明
新风等内容，47.07万人次受益。

城乡换新颜，绽开文明花。2018 年，文
明创建“十大专项行动”开局顺利，一年一
个节点，经过三年的稳步推进，必将取得更
加丰硕的成果。

□记者 刘冰洋

11 月 13 日，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热
乎的早饭，蔡士学便和同事驱车前往田地
指导当地农民们为冬小麦喷除草剂。眼前
的蔡士学，黑黑瘦瘦，穿衣打扮没有一点儿
专家的派头，摘下眼镜，和普通农民无异。

记者：农民们都说您是“土专家”，您
是怎么走上农业种植这条路的？

蔡士学：我这人吧，性子倔，年轻的时

候，不甘心在家闷头种地，所以一直在外
打工。后来，家里老母亲身体不好没人照
顾，我这才回家务农。

但是，靠土办法种地只能是地里“刨
食”，怎么才能种出点名堂，变“刨食”为

“刨金”？我琢磨了很长时间，但对于当时
的我来说，这个问题太难了。都说干一行
爱一行，我平时没事就捧着各类农业科技
报刊看，碰到不懂的就往县农业局跑，向
专家们讨教。

那时候，我家里的地就是试验田，看
到好品种就自个儿试验一把，试验好了再
向大伙推广，后来农业局也把一些新品
种、新技术放到我家地里试验，我那个“科
技示范户”的荣誉就是这么来的。

记者：为了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您
成立了“吴桥县士学粮棉专业合作社”，进
展顺利吗？

蔡士学：成立之初确实遇到过不少困
难，2009 年，我在吴桥县工商局注册成立
了“吴桥县士学粮棉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成立之初，种植作物单一，经济效益也比
较差。

面对这些难题，我只能加紧学习农业
技术知识。后来，我了解到“规模化种植+
订单”这种模式，既能降低种植户的风险，

又能增加效益，如果达到一定规模，还可
以成为企业的基地，降低种植成本，获得
先进技术。于是我便跟有种植意愿的农户
合计着试一试。

紧跟着，种什么又成了一个难题，咱
不是专家，我就多次到县农业局和科协寻
求帮助。在专家的指导下，脱毒马铃薯进
入我们的视线。于是，我们几个人到内蒙
古乌兰察布费乌瑞它（马铃薯的一个品
种）种植基地考察学习。回到吴桥，我们几
个决心打造订单农业，种植费乌瑞它。

接下来就要开始寻找销售渠道，经过
多方了解，我得知山东滕州有一家大规模
马铃薯销售公司。于是就和该公司的刘老
板洽谈，刘老板在考察了吴桥的土地后，
和我们签订了上千亩的订单。2013 年，吴
桥的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了 2800 亩，为
全县种植户增收200多万元。

记者：合作社现在发展得这么好，和
您的全身心投入是分不开的。

蔡士学：合作社这些年发展得确实还
不错。多年来，除了推广马铃薯种植，合作
社还承担着县农业局 100 亩小麦和玉米
的育种实验示范推广项目。这对我个人来
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白天坚持种植，
晚上学习种植知识。后来，我考取了农艺

师职称。
合作社有了成果，经常有周边的种植

大户前来参观学习，有人来学，不管刮风
下雨，我都会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指导。久
而久之，我也承担起了科普扶贫的任务，
我每个月都会抽空到村里为大伙科普农
业知识，对当地种植的玉米、小麦、辣椒、
棉花进行技术指导。

看我每天这么辛苦，家里人一直劝我
多休息休息，可看到种植户能够因此受
益，我打心里高兴。

记者：工作这么辛苦，家里就顾不上
了吧？

蔡士学：这么多年了，我确实疏忽了
自己的小家，心里很愧疚。

说到这儿，我得特别感谢一下我的老
伴儿。以前，两个儿子还小，我几乎没日没
夜地忙工作，没有时间照顾他们。有一次
小儿子发烧，我在地里指导农户，老伴儿
为了不让我担心，自己一人陪孩子去诊所
输液，后来，还是孩子告诉我这件事儿。

不过现在好了，两个儿子都成家了，老
伴儿身体也不错，我更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了。我是一个农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传
播农业技术和知识，当好带农致富的“土专
家”让种植户受益，也是我应尽的义务。

对话河北好人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挽
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治疗造血和免疫系统功能障碍
等疾病的有效手段。11 月 12 日，经过四个多小时的
采集，石家庄志愿者王昆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
功为安徽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捐献了331毫升
造血干细胞悬液，这些“生命的种子”将挽救该患者垂
危的生命。

王 昆 是 石 家 庄 市 正 定 新 区 一 中 的 食 堂 经 理 。
2016 年 10 月 18 日，王昆在正定街头的流动采血车
上无偿献血时，了解到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后，爽快
地留取了血样，正式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

今年 8 月 20 日，王昆接到了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电话，得知自己的血样与一位患者的初配成功后，他
既惊讶又感到高兴。“非血缘关系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
功率极低，茫茫人海中我‘中大奖’，说明我们有缘分。”
王昆激动地告诉记者，既然配型成功了，就一定要捐
献，救人的事来不得半点推诿。

王昆将要捐髓的事告诉了家人，得到了家人的支
持。随后，他顺利通过了血样的高分辨检测和健康
体检。

为给患者捐出最好的“生命种子”，从决定捐献的
那一天起，体重偏重的王昆开始戒酒，按医生的要求注
意饮食，还制定了跑步计划，坚持锻炼身体。“这一阵子
下来，我瘦了10多斤，真是一举两得。”王昆说。

11 月 7 日，在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王昆来到河北医大二院办理了入院手续，做采集前
的准备。据悉，王昆是我省第 367 例、石家庄市第 95
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本报讯（杜倩倩、甄建坡）“环境好，心情就好。村
民都自觉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村民乱扔垃圾
的习惯也改变了。”近日，在无极县柳见村，说起村里环
境的变化，村民赵国英直言，“现在村里的环境不比城
里差。”

柳见村的变化源于无极县对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的重视。今年以来，无极县把建立农村环境整治长
效机制、实现保洁常态化，作为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根
治“脏、乱、差”顽疾的关键，列为 2018 年惠及民生 15
件实事之一。

该县在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同时，重点从长
效管理机制上下功夫，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办法举措，明
确了工作目标，细化了责任分工，制定了卫生保洁及垃
圾整治标准要求，并建立专门工作组，为各乡镇扎实有
效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提供方法，明确方向，不断推动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管理。

据介绍，该县城区及无极镇 7 个城中村的卫生保
洁及垃圾清运由专门公司统一负责，其余 206 个行政
村的卫生清扫及垃圾收集由乡村负责，各行政村村内
及辖区内县、乡、村级道路的清扫工作实行乡村级两级
负责制，各村负责清扫收集，乡镇政府负责组织检查督
导，生活垃圾清运统一由第三方公司负责。

目前，该县213个村全部建立村庄保洁队伍，建立
了农村环境卫生整治长效机制，实现了保洁全覆盖常
态化，农村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追根溯源，就
是党的政策好。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居
然变成了现实。政府开展安居工程，我也受益其
中。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住上了好房子，还考
取了驾照，购买了家用小汽车。

虽然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不能
忘记、也不应忘记过去艰难的岁月，还要继续保
持勤俭节约的作风。现在，家里每人都有自己喜
欢的手提包，但我有一个特殊的书包，至今保存
完好，不敢丢弃。

小时候，我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自己
动手制作的。这样可以节省开支，节省下来的
钱，用到急需的地方。那时候，我们身上穿的衣
服都是母亲做的，布料是自家织的粗布。在做衣
服时，裁下来的小布条、小布块，她都攒起来。
有时间她便把攒的那些布条、布块拿出来，用剪
子再加工裁剪，然后用缝纫机缝个边。这些经过
加工过的小布块形状多样，有三角形的、长方形
的、圆形的。母亲用这些拼接起来的布块，做成
坐垫，很美观。做成书包，缀个带子，可以用手
提，也可以挎在肩上。我们姊妹几个上学时，背
的都是母亲缝制的书包。

后来，我到外地上学、参加工作，直到现
在仍然保存着这个书包。它虽然旧了，也不时
兴，但我仍觉得它无比珍贵。书包上边还缝着
母亲对我的叮咛：“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一个小小的书包，承载着母亲勤俭
节约过日子的精神、乐观生活的态度，一直陪
伴着我们不断成长。

如今，我的孩子也长大了。小时候他们不
理解我，为什么在生活中那么“抠门”，保存这
个不时兴的旧书包。现在他们长大了，知道了
我们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了来之不易
就应好好珍惜。

（沙河市册井中学 张军朝）

无极县213个村实现
保洁全覆盖常态化

日前，沙河市人民医院的医务志
愿者在为环卫工人义诊。

沙河市近日开展了送“健康礼包”
志愿服务活动。医务人员为长期在户
外工作的环卫工等劳动者免费体检，
并发放秋冬季常用药品。

记者 赵永辉摄

宁晋县第五中学学生到公园捡拾垃圾，开展公益环保活动。 记者 赵永辉摄

好人名片：蔡士学，今年 54
岁，吴桥县安陵镇蔡庄村人。2009
年，蔡士学在吴桥县工商局注册成
立了“吴桥县士学粮棉专业合作
社”，承担着吴桥县农业局育种实
验示范推广项目，合作社成立以
来，蔡士学每天起早贪黑、专心经
营。多年来，合作社为全县种植户
增收超过亿元，在全县起到了示范
作用，人们都称他为“土专家”。今
年，蔡士学先后被授予“河北好人

（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敬业奉
献类）”称号。

“健康礼包”
关爱户外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