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文明成为燕赵的亮丽风景
——2018年我省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各项重点工作

张家口市桥西区

三方协同化解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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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在日常生
活中潜移默化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塑造着人
们的品格。

勤俭节约就是我们家的家风。我的爸爸和
爷爷都是老实厚道的农民，一辈子和黄土地打
交道。从我记事起，从耕种、田间管理到收获，
从房屋建造、修整到装饰，只要是能学会的手工
活，爸爸和爷爷一定是自己干。弯曲的脊背、粗
糙的老茧、变形的骨节就是他们“勤俭持家”最
鲜明的印记。

小时候，我记得爸爸和我讲过爷爷那一辈
人的事。那时我们家有几亩田地，家里十几口
人能劳动的都是起早贪黑在田里摸爬滚打，收
获的粮食也基本能自给自足。但爷爷并不满足
于此，他除了做农活外，平时还会编织手工苇
席，补贴家用。编织一张苇席需要许多道工序，
花费大量时间，编织完还要出去卖。

为了卖苇席，不论刮风下雨，爷爷都得起个
大早赶着驴车前往二十几里路远的城关去赶
集，一去就是一整天，一天三顿饭都要带着。记
得有一次，可能是吆喝的时间长了，费了不少力
气，爷爷带的干粮不能填饱肚子，无奈之下只能
买个最便宜的干粮吃。爷爷秉着勤俭持家的观
念，把我们这一大家人团结在一起，他和奶奶一
直教育爸爸和其他三个儿子要坚持至勤至俭。
说起奶奶，爸爸还跟我讲过，奶奶一年四季针线
活儿不离手，串门说闲话的功夫是没有的。后
来，奶奶得了气管炎，冬天天气冷，她也舍不得
把炉火烧旺，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到孩子们身上。

爸爸年轻的时候，在村里的小煤矿上班，家
里种过二亩多地的菜园。他一边上班一边还要
照顾家庭，家里的农活都是利用零碎时间加班
加点干出来的。因为爸爸勤快，他从没有因为
秋收误过一次班。那时候，播种、除草、收割庄
稼等农活主要靠人力。爸爸不仅勤快，而且有
耐心，一天干不利落，第二天、第三天接着干。
爸爸年轻时还跟爷爷学过编苇席、编箩筐，他还
养过猪，担泔水、割猪草、清理猪舍，为了供我和
妹妹上学，这些活他都毫无怨言。虽然挣了钱，
但是爸爸从不肯为自己花一分钱，当别人早餐
都吃油条、火腿肠的时候，他还是坚持馒头就咸
菜；当别人西服皮鞋穿上身的时候，他还是旧式
的褂子、补丁满腿的裤子。爸爸还经常帮助别
人，当别人有求时，推辞的话他是断不会说出
口的。

现在，爸爸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至今还清楚
地记得他不参加劳动是在十年前，那还是因为
他要照看我的女儿。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父
母的一些举动，总能影响孩子。在大力倡导节
俭养德新风尚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生
活小事做起，让勤俭节约的好品德传承下去。

（井陉县贾庄学校 赵海萍）

把勤俭节约的

好家风传承下去

□通讯员 吕永清 陈伟

管理规范的智慧门禁，干净整洁的小区环境，整
齐划一的车位停车线，寓教于乐的文化墙⋯⋯日前，
走进张家口市桥西区明德北街道子芳小区，改造后
的新面貌扑面而来。

“子芳小区共有业主 202 户、600 多人，小区不
大，但外来人员和车辆较多，各种管理问题层出，居
民对此一直颇有怨言。自从我们引进物业公司后，
小区环境一天一个样，居民满意度、幸福感越来越
高。”在子芳小区物业管理中心，张家口市桥西区明
德北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春瑞指着电脑上小区改造前
后的对比图说。

长期以来，物业管理一直是老旧小区的“老大
难”问题，居民们意见纷纷。去年，张家口市桥西区
以子芳小区为试点，采取“政府主导+居民自治+社
会力量”三方协同管理模式，引进物业公司，对辖区
内老旧小区实行改造提升。

刚接管子芳小区，物业公司便实施了一系列改
造升级“硬举措”：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联合蒙古
营小学开展绘画活动，小学生志愿者在井盖上彩绘
冬奥会吉祥物，让井盖变“景”盖；对小区大门进行重
整改造，设置门禁和监控系统，严把人员出入关；清
理小区内顽固“牛皮癣”，处置杂物垃圾，粉刷楼体墙
面，规范停车位，补植绿树花草，清理拆除多年违规
临建⋯⋯

“以前小区卫生一周都打扫不了一次，现在每天
都要打扫好几遍，走在路上连个碎纸片都看不到
了。”“以前总担心小区安全问题，现在又是门禁又是
监控的，半夜出来心里特踏实。”说起小区的变化，居
民们深有感触。

去年以来，张家口市桥西区按照“精准规划、精
致建设、精细管理”的目标，对全区27个老旧小区实
施了提升改造工程，将 9 大改造类目细分为 60 个设
计要素，因地制宜，精准改造。目前，全区已搭建起

“十分钟为老服务圈”“一刻钟卫生服务圈”“爱心传
递服务圈”等五大便民服务圈，先后帮助社区居民解
难题、办实事千余件，近 7000 名群众直接受益。同
时，该区推行小区分类治理、居民自治管理、社区统
一管理以及引进专业物业公司管理服务等模式，建
立“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定期协调联动机制，一
些长期困扰小区管理的难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改善
了老旧小区的人居环境和物业服务。

全面推进新一轮文明城市
创建，人民群众获得感进一步
增强

日前，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数字城管指
挥中心，10 余名工作人员通过视频数据平
台网上“扫街”时发现，巡查路段的便道上
有一箱杂物，工作人员当即通过视频监控
系统，把问题反馈给所属城管中队。几分
钟后，执法人员就到现场进行处理。

如今，这一模式正在全市推广，今年上
半年，“八区一县”将全部实现数字城管扁
平化模式。自荣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该
市将“创建模式”转变为“建设模式”，把“精
准对标”升格为“全面提标”，把创建“文明
城市”升华为创造“城市文明”，不断推动城
市文明再上新台阶。

2018 年，我省精神文明战线认真贯彻
省委关于巩固拓展提升创建成果的要求，
着眼突出“五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培养
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更加注重城市科
学规划、精心建设、精细管理，更加注重服
务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更加注重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注重
向县城和村镇延伸），着力推动各地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创建，取得了
预期成效。

以常态测评传导压力，激发了各地内
在动力。2018 年，省文明办委托第三方机
构开展了3次测评，12月起组织接受国家测
评（复检）。每季度、年度测评结束后，都依
成绩按设区市、县级市、市辖区、建制县统一
分序列排名通报，并对成绩在本序列倒排
20%内的省级文明城市（城区、县城），依次
数给予“黄牌”“红牌”“停牌”“摘牌”警示或
惩戒，先后有 38 个（次）的市文明城市（城
区、县城）受到红、黄牌警示或停牌预警。

以服务“三城”明确导向，增强了群众的
切身感受。通过发挥测评体系的导向作用，
各地组织开展了“访千楼万家、创文明城市”
活动，推动各地更加关注城乡文化品位和居
民生活质量，公共环境、公共设施、公共秩
序、公共服务都有了明显改善，使创建工作
进一步融入城市经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

经过创建，全省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1055 个，新建和改善社区的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4580 多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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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和改造城市
公厕 1855 座；城市植树 1400 多万株，新增
城市绿地 4800 多公顷，新建、提升公园游
园 170 个。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建设管
理水平的提升，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创建的参与率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注重基层基础创建，进一步
弘扬时代新风

从 2018 年起，省文明委利用三年时间
集中开展文明创建“十大专项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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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环境提升等，解决一批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提升全社会文
明素质。

补齐发展短板，回应群众关切。去年
以来，“十大专项行动”开局顺利，取得明显
成效。

立足抓基层、打基础，2018 年，我省大
力推进基层基础创建，以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为载体，
进 一 步 提 升 居 民 文 明 素 质 和 社 会 文 明
程度。

文明村镇创建扩面提质。各地以“十
个一”建设为抓手，积极推动文明村镇的创
建认定工作。截至2018年底，县级及以上
文明乡镇占比达 56.7%、文明村占比达

40.5%，文明乡风建设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文明单位创建不断深化。我省将“双

创双服”、脱贫攻坚、推动高质量发展纳入
文明单位创建，以“提质提效、文明服务”竞
赛活动为载体，推动省直及中央驻冀行业
主管部门和各地从基层窗口、经营门店抓
起，加强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建设，推动解
决“效率低下、态度欠佳”问题。2018 年共
有 2700 多个基层单位，获授本系统、本行
业“流动红旗”与“先进网点”，进一步提升
了各类窗口单位的服务水平，促进了营商
环境的优化。

文明家庭创建深入推进。各地广泛开
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其中，为进一步讲好
家风故事，开展了以“我家 40 年”为主题的
善美家风故事征集展示活动。推动各地在
传统节日期间组织“邻里节”“敬老节”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活动，爱国爱家、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进一步形成。

文明校园创建扎实开展。以“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为主题，全省组织 1.6 万所

大中小学校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有
467 所学校被列为“创建全国文明校园先
进学校”的候选学校。

文明礼让渐成风尚——“文明礼仪大
讲堂”省级巡讲活动吸引观众 3 万余人，网
络直播观看达百万人次，通过宣传教育，文
明友善渐成风尚。

移风易俗实现新进步——宣传推介
“千村百镇”移风易俗先进典型，推动 90%
以上的行政村建立、完善村民议事会、红白
理事会和村规民约，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祭扫雅办、节俭操办之风兴起，铺张浪费、
攀比斗富的陋习得到初步遏制。

公共场所乱象得到基本遏制——通过
推动加强城市精细管理，强化行业规范建
设，在公共场所开展文明引导、文明劝导活
动，促进了不文明行为的规范，城市“牛皮

癣”逐渐消除，公共场所更加文明有序。
诚信缺失问题开始强化整治——全省

已破获网络诈骗案件 8264起，电信网络诈
骗势头得到遏制；为 5.23 万名劳动者追发
工资 5.4 亿元，补缴社保费 444.73 万元；拘
传失信被执行人1.8万余人次，发布失信被
执行人 13 万余人，执结案件 22 万余件，执
行到位金额363.38亿元。

用典型引领公民道德建设，
为时代好人辈出营造浓厚氛围

40 年做好事 11 万余件的沈汝波，“隐
姓埋名”保守国家秘密 37 年的吴洪甫，勇
斗歹徒身中 5 刀的退伍军人吕保民，为中
国 高 铁 走 向 世 界 插 上 翅 膀 的 郭 鹞 ⋯⋯
2018 年，省文明办坚持开展“时代新人·河
北好人”推选发布活动，同时推动城乡基
层、各行各业开展“身边好人”推荐评议活
动，在全社会传递了向善向上的正能量。

燕赵好人多，好人在身边。着眼成风
化俗，我省深化拓展公民道德实践活动，聚
焦创新创业、高新高端、环保脱贫等，以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志愿者等先进典型
为引领，讲好榜样故事、践行模范精神、树
立价值导向，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更加具体化、生活化、生
动化。

一年来，我省选树“时代新人·河北好
人”360 名，推动行业典型选树，发布 30 名

“河北好人·环保卫士”，在全社会树立了鲜
明的价值导向。郭鹞、卢勇、张铁兵、吕保
民、吴洪甫、沈汝波等 52 名“河北好人”入
选“中国好人榜”。

坚持层层推选。我省推动各级评选表

彰道德模范 382 名，推选“身边好人”1.5 万
余名，选树宣传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650 个、“新时代好少年”2.6 万余名，吸引
群众网上网下参与互动交流超过 1000 万
人次。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2.7万余个，
引导 540 多万名注册志愿者、3.5 万个志愿
服务组织开展“爱心奉献”志愿服务活动。

为营造浓厚社会氛围，河北日报等省
直主要媒体开设专栏、增设专版，常态发布
先进典型事迹。

省文明办举办“河北好人”月度、年度
发布活动 12 场，组织开展“德润燕赵”先进
典型基层巡讲 760 余场次。各地在公共文
化场馆设置道德模范事迹专题展览，搭建
500 多个社区多媒体党报宣传栏、3.2 万余
个善行功德榜。

2018 年，全省各级安排专项经费组织
慰问，落实礼敬礼遇各项举措，在全社会树
立起“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鲜明价值导
向，为培育更多时代好人营造了良好社会
氛围。

探索开展精神扶贫、文化
扶贫，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工
作大局

从 2014年开始，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与 6 个贫困山区县的 12
所中小学结对精准扶贫，让17903名“太行
娃”受益，走出了一条校园结对助力扶贫的
新路。

2018 年 5 月，我省召开“履行社会责
任 实施教育扶贫”座谈会，宣传推广石家
庄外国语学校与贫困地区中小学校结对帮
扶的经验，并协调推动全省宣传文化系统
和精神建设战线发挥本系统各级各单位的
特有优势，履职尽责、主动作为，在“扶志、
扶智、扶德、扶业”和补齐精神文化短板上
进行探索，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1009 个文明校园
结对帮扶1146个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引导
6800 多个市级以上文明单位组织扶贫项
目1.78万个、帮扶对象3.13万人次，钱物折
款28.7亿元。

与此同时，我省把精神扶贫、文化扶贫
的要求纳入省级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文明校园测评体系，列入意识形态责
任制的考核内容。并加强资源整合，推动
各级各有关部门已有专项资金向贫困地区
配套倾斜，积极争取本级财政、上级财政支
持，提升了农村基层公共服务资源的综合
使用效益。

目前，全省精神扶贫、文化扶贫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

进一步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通过广泛宣讲党和政府的扶贫惠
农政策，推选发布勤奋创业、诚信经营的脱
贫典型，在贫困地区开始形成自力脱贫光
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导向。

进一步培树了脱贫防贫的良好风尚。
推选农村十星级文明户 35 万户，广泛评选

“十大孝子”“好婆婆”“好媳妇”等，组织引
导以“李保国扶贫志愿服务队”为代表的
1.3 万个志愿服务组织、128.1 万名志愿者
开展扶贫志愿服务1812.4万小时。

进 一 步 改 善 了 贫 困 地 区 的 文 化 条
件。发挥“三下乡”活动的集聚效应，帮扶
项目、资金、物资总值约 15.46 亿元。争取
到中央和省财政资金，在 1593 个贫困村
建设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争取中央专项
资金，全部用于贫困地区建设乡村学校少
年宫。落实专项经费，选派 2800 多名文
化工作者到贫困县定岗工作或提供文化
服务。

进一步增强了稳定脱贫的产业支撑。
全省初步形成了“产业项目+特色小镇+乡
村游”的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电商扶贫范围
覆盖了约3.1万贫困人口。

20182018 年年
1212 月月 3030 日日 ，，
隆 尧 县 中 医隆 尧 县 中 医
院 的 爱 心 志院 的 爱 心 志
愿 者 来 到 苏愿 者 来 到 苏
庄村庄村，，看望慰看望慰
问帮扶对象问帮扶对象。。

记记 者者
赵永辉摄赵永辉摄

更加关注城乡文化品位和居民生活
质量，公共环境、公共设施、公共秩序、公
共服务明显改善；县级及以上文明乡镇
占比达 56.7%、文明村占比达 40.5%，
各级评选表彰道德模范 382 名，推选

“身边好人”1.5 万余名;1009 个文明校
园结对帮扶1146个贫困地区中小学校，
6800 多个文明单位组织扶贫项目 1.78
万个、帮扶对象3.13万人次⋯⋯

2018年以来，我省精神文明战线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导下，认真贯彻全国、全省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精神，以及全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暨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进一步聚焦主责
主业、服务中心工作，按照“四个干”抓落
实机制推进创建任务，促进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同时，精神文明
建设的其他重点工作也取得扎实成效，
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提供了精神动力、思想保障、道德滋养和
文化条件。

□记者 薛惠娟

日前日前，，宁晋县大曹庄乡东镇村农民李玉林宁晋县大曹庄乡东镇村农民李玉林（（左三左三），），请全村请全村 6969 位孤寡老人和军烈属吃饺位孤寡老人和军烈属吃饺
子子。。自自 19891989 年以来年以来，，李玉林每年春节前都要摆饺子宴李玉林每年春节前都要摆饺子宴，，款待村里的军烈属和孤寡老人款待村里的军烈属和孤寡老人，，还还
承担起了他们日常生活用品的费用承担起了他们日常生活用品的费用，，其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其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 记者记者 赵永辉摄赵永辉摄

近年来近年来，，文安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文安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通过举办通过举办““好媳妇好媳妇”“”“好婆婆好婆婆””等评选活等评选活
动动，，倡导敬老爱老倡导敬老爱老，，弘扬孝道文化弘扬孝道文化，，有效地促进了乡风文明有效地促进了乡风文明。。图为文安县周庄图为文安县周庄
子村评选的好媳妇在给婆婆洗脚子村评选的好媳妇在给婆婆洗脚。。 记者记者 赵永辉摄赵永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