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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畔飘动大运河畔飘动““志愿红志愿红””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线行·清河篇

廊坊开展志愿者注册登记活动

各社区（村街）至少
有1个志愿服务组织

石家庄快递小哥
成功捐髓救人

把汗水洒在果园 用科技帮民致富
——记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刘凯

燕 赵 微 光

拴好“文明绳” 粪便及时清

让违规遛犬行为“从多到少、从少到无”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

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

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重大举措。2019 年

10月，我省20个县（市、区）

列入全国试点。目前试点工

作推进情况如何？有哪些新

的探索、新的效果？6月初，

记者赴部分试点县（市、区）

走访调研，采写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一线行”系列报

道，期望为各地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提供启示和借

鉴。敬请关注。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薛惠娟

日前，献县公安局依据《河北省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先后对9起遛狗不拴绳、携犬
外出不清理粪便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养犬不文明，罚！于去年9月1日实施的
《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对不文明养犬
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然而日常生活中，遛狗
不拴绳、任由宠物狗随地大小便等不文明行
为依然存在，影响了公共生活环境，给群众
造成不少困扰。

不文明遛狗现象依然常见

前不久，家住省会青园小区的市民王先
生楼下邻居新养了一只宠物狗，可他没想
到，就是这只宠物狗，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
少烦恼。

“每天早晚，一开门，没拴绳的小狗撒欢
儿似的就往楼下跑，老小区楼梯很窄，冷不
丁碰到吓一跳。”王先生告诉记者，邻居家的
宠物狗体型比较大，胆小的人碰到狗在楼梯
间跑，吓得不敢动弹，生怕被撞伤甚至咬伤。

一项网上调查问卷显示，遛狗不拴绳、
任由宠物狗随地大小便、宠物叫声扰民是市
民最反感的3项不文明养犬行为。

家住石家庄市藁城区的杨女士遭遇更
惨：在小区住了将近3年，白天被狗追过，晚

上被狗扑过，电梯间还被狗吓过。“现在看见
狗，我都离得远远的，都有心理阴影了。”

她所在的小区是新建高层住宅，上下楼
需乘坐电梯。“有些居民带宠物狗乘梯上下
楼常常不拴绳。不少像我一样胆小的人，只
能等下一趟电梯。”杨女士十分不解，“遛狗
拴绳很难吗？养狗的人难道意识不到影响别
人了吗？”

经常接到居民投诉，该小区物业管理部
门也很无奈。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我们也尝
试过在电梯间张贴文明养犬海报、上门劝导
宠物狗主人，但成效不太明显。”

除此之外，遛狗时任由狗随地大小便、
粪便不及时清理，也是居民投诉的热点之
一。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在一些住宅区的小
路上、草丛里等经常会看到宠物狗的粪便。

6月7日下午，记者在青园街附近走访约
半小时，遇到20余人出来遛狗，其中将近10
只宠物狗随地大小便，而清理的只有3人。

“不文明遛狗的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经
常看到有人不小心踩到狗粪。”一位正在清
扫道路的环卫工人说，“我们也希望遛狗的
人随身携带卫生纸或塑料袋，及时清理掉粪
便，扔进垃圾箱或绿化带中。”

探索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自助终端机、宠物厕所……日前，张家

口市桥西区“出新招”，不断探索文明养犬的
新路子。

针对不文明遛犬这一难点，该区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街道、社区犬只摸排登
记情况为主要依据，选取美居丽景园小区为
试点，在小区出入口设置了文明养犬户外终
端自助机，养犬人可通过终端自助机扫码购
买犬粪回收袋、遛犬绳等文明遛犬用品。南
营坊街道办事处在两个试点小区建起了 20
处宠物“公共厕所”，摆放公用的一次性塑料
袋和纸抽，方便居民抽取使用。

遛狗不拴狗绳、任由宠物随地大小
便、狗叫声扰民等，这些都是社区居民日
常生活中遇到的痛点和难点。“不文明养犬
行为关乎个人切身利益，甚至给他人带来
安全风险。”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研究员
梁跃民认为，这些问题应引起社会的足够
关注。

“不文明养犬，也成为社区邻里不和谐
的因素之一。”唐山市东新苑社区党委书记
孟校谦说，养狗人有养狗的自由，但不能破
坏公共环境或危害他人的安全。

光靠养犬人的自觉意识远远不够，文明
养犬涉及物业、城管、公安等部门，需要各方
力量共同参与。梁跃民表示，“现实生活中真
正执行起来，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对文明
养犬，《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有明确规

定，也希望各地积极探索，建立起多部门联
合执法机制。”

张家口市桥西区城管局规范养犬办公
室主任宋冠军介绍，“我们仍是以耐心劝阻
说服为主，引导居民文明养犬。”宋冠军介
绍，目前全区正在对不按规定时间、不在规
定区域、犬只随地便溺等违规遛犬行为进行

“清零”行动，逐步实现违规遛犬行为“从多
到少、从少到无”。

宋冠军介绍，在引导广大居民文明养
犬、提供便利的基础上，区城管局充分发动
办事处、社区、小区业主委员会力量，会同辖
区民警全面摸排，逐一详细登记，实现“人、
户、犬”全方位关联，建立起“城管管犬、公安
管人”的联合执法机制。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通讯员 裴海潮

6 月 3 日上午，清河县油坊镇大运河
畔，骄阳似火。正在这里举办的“理论宣讲
到农家，大运河畔话两会”志愿服务活动也
很“火”，小小舞台周围站满了人。

“脱贫攻坚打胜仗，乡村振兴要来到，
农民增收拓渠道，你说政策好不好？”10时
许，清河名嘴“大双”的开场白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掌声。

这是由清河县两会志愿宣讲团带来的
第一场活动。志愿者们自编自演了情景剧

《五福临门》、小品《抵制高价彩礼》等节目，
将全国两会的惠农政策融入其中。精彩的
节目，吸引了周围许多村民来参与。

运河中央，荷叶清香，芦苇轻荡；运河
岸边，笑声飞扬，掌声不断。

清河是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试点
县之一。如今，全县逐步健全了县、镇、村三
级文明实践阵地，搭建起理论宣讲、教育体
育、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卫生健康等五
大平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体力量是志愿
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该县依托县
慈善总会，整合全县志愿服务组织，成立清
河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将全县188支特色志
愿服务团队、近5万名志愿者纳入管理，并
在城区、乡村布局了100余个志愿服务点。

群众有需求，志愿者有回应。无论是寻
人、救援、拖车，还是水管维修、紧急开锁，群
众只要拨打“8185885”志愿服务热线，遍布
城乡的志愿服务点及时“派单”，“接单”后立
即响应，已帮助群众解决难题100多个。

“全国两会闭幕了，给咱老百姓带来了
什么好消息？”连日来，“8185885”热线接到

不少群众的咨询。清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组织“俏夕阳”志愿服务队、“大双口
才”志愿服务队、县农业农村局志愿服务队
等特色志愿服务队，组成一支“两会”志愿
宣讲团分赴基层。

清河县大运河沿线打造了荷花池、芦
苇荡等郊野滨河观光带，成为当地及周边
群众休闲旅游的好地方。每天，这里都有许
多参观游览、避暑纳凉的群众。清河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闫秀真说，到群众爱去的地方，
用群众爱听爱看的节目，把群众想了解的

“好声音”真正入脑入心。
“夏天到了，大家喜欢游泳吗？”河边一

片树荫下，清河县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副
主任楚元庆的话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回应。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怎么办？今天我来跟大
家说道说道……”楚元庆现场为群众科普
心肺复苏急救知识，还把人体模型搬到台

上，现场演示胸外按压操作。
“讲得真好，就怕记不住。”油坊镇王唐

口村的王玉峰老人沿着大运河景观带转了
一大圈，又停下来看表演。他拿出手机，将
医生讲的内容都录下来。“人老了，大多都
会有心脑血管疾病，了解点儿这些急救知
识，特别有用。”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让志
愿服务活动更聚人气、更有活力，小红帽、
红马甲遍布清河城乡。

麦收期间是毁坏林木的高发时节，6月
8日，坝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宣传麦
收期间林木管护知识志愿活动；6 月 6 日，
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经济
开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了防范和打
击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6 月 8 日，百名
志愿者在各小学陆续开展“助力学校复学
复课”志愿服务活动……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薛惠娟

2020年的春天，当农忙遇上疫情，承德
市鹰手营子矿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刘凯
比以往更忙了。“农时不等人，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果树种植也不能耽误。”

果树如何整形、修剪、嫁接改造，病
虫害怎么防治……针对果农的诸多问题，
刘凯通过电话、视频、现场示范等形式一
一解答指导。从2月上旬开始，他跑遍了
全区40多个果园，开展了100多次果树修
剪指导。果农们都说：“只要刘凯在，我
们就安心。”

站在自家的山楂树旁，果农杨素洁口
中不停地念叨刘凯的好，“我们家靠着种山
楂，去年就挣了 7 万多元。要是没有刘老

师，我们想都不敢想。”
2017 年，鹰手营子走上了绿色转型之

路，林果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长期以来
的粗放式种植模式，导致种植业处于“低投
入、低产出、低回报”水平，忙活一年果农也
挣不上钱。

当年 4 月，刘凯担任矿区果树技术服
务队队长。一下地，他傻了眼：“果树都长
疯了，老百姓不会修剪，更没人教技术，这
样下去可不行！”

正值春末夏初，他每天背着技术资料，
拿着调查笔记走村入户，顶着太阳穿梭在
果园，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才回家，晚上
还要整理一天的资料，鞋子磨破了好几
双……靠着这份执着和热情，刘凯用双脚
走遍了各个果园。

“种植业要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摸清
了情况以后，刘凯从昌黎果树研究所带回
了 5 万条优质果树接穗，免费发放给果

农。虽然品种改良了，但仍有技术瓶颈需
要突破。“果树怎么才能在特定的期限内开
花，是果农们最关心的问题。”刘凯想，如果
要推广优良品种，控梢促花这个难关必须
攻克。

经过反复尝试，刘凯探索出了一套环
割促花的技术，每天从一个果园到另一个
果园，现场教授果农修剪果树，手把手指导
果农施肥、打药。

没承想，有村民不买账了。“我们的果
树都长七八年了，一下子把那么粗的枝干
都砍掉，还能活吗？”“我可不想冒险，也不
想折腾。”

果农们观念一时转不过弯来，怎么
办？刘凯自掏腰包，选了 3 棵苹果树做试
验，用事实说话。

一年后，苹果熟了，果形饱满漂亮、色
泽红艳，比其他果树产量高出不少。果农
们也坐不住了，主动来找刘凯学习新技术。

由于整个服务队就刘凯一个人，果树
种植规模扩大，果农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他
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他想法儿把矿区懂技
术、爱农村、爱农业的果农召集起来搞培
训，培养农民专家。如今，服务队有了8名
农民队员，开展技术培训超过100场，累计
培训农民 4000余人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270人，无偿帮助农户修剪、嫁接各种果树
3万余棵。

跳沟村村民李景利2011年流转了7亩
土地种苹果，6年也没有长果，腐烂病横行，
眼看就要毁园了。刘凯给他家的苹果园用
上了“秘方”，第一年的产量就达到了 1 万
公斤，李景利的日子也好了起来。

虽然有了帮手，现在刘凯依然每天都
会下乡，还跟8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攀上了

“亲戚”，定时上门指导。“只有让农民学习
科学种植技术，致富才有盼头！”刘凯最喜
欢走在果园里，既充实又踏实。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为全面做好志愿者
注册登记工作，廊坊市民政局与市文明办日前联
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廊坊开发区志愿
者注册人数不少于本地常住人口的 15%；各级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省直驻廊各单位注册登记
志愿者人数比例不低于本单位总人数的 95%，至
少有 1个志愿服务组织；各社区（村街）注册登记
志愿者人数比例不低于所管辖居民总人数的
15%，至少有1个志愿服务组织。

据了解，此次注册志愿者的条件主要是：具有
奉献精神；具备与所参加的志愿服务项目及活动
相适应的能力和素质；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志愿服
务组织章程和其他管理制度；未成年人参加志愿
服务，应当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参加与其年龄、
身心状况相适应的志愿服务活动。注册志愿服务
组织的条件是：志愿者队伍在10人以上且相对稳
定；有经常性的活动项目、相对集中的活动时间，
在当地或行业内具有良好示范带动作用和社会影
响力的单位和组织。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冰洋）6月5日，石家庄志
愿者王力勇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功为一
名血液病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悬液。据悉，王力
勇是我省第462例成功捐献骨髓的志愿者。

今年 35 岁的王力勇是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
司的一名快递员。2012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
力勇走进了一辆献血车，第一次捐献了 400 毫升
血液，此后他每年都坚持进行两次无偿献血。
2018 年 9 月，一位刚刚献完血的朋友告诉王力
勇，自己留了血样，成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经过询问，王力勇了解到，只要留取一份
血样，就有可能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于是，他
便在献血时留下血样，正式成为一名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

今年 3月 1日，王力勇刚进行完无偿献血，突
然接到了红十字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他的血
样和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了。王力勇既意外
又激动，在电话里一口答应愿意捐髓。对于他的决
定，妻子刚开始有点犹豫，担心对他身体造成伤
害。为了打消妻子疑虑，王力勇带着妻子一起来到
医院，工作人员耐心地为他们讲解捐献过程及对
身体的影响，最终妻子放下了担忧，决定支持王力
勇进行捐献。

■讲述人/董云侠
■采访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我叫董云侠，今年 48岁，家

住丰宁满族自治县庆丰东街丰新
巷小区。创城以来，我家门前的
小巷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
了一面手绘文化墙，鲜艳生动的
绘画扮靓了小巷，传播了正能量，
引得附近小区居民清一色点赞
好评。

我在这条小巷子附近住了
15年了，还在巷子对面开了一家
理发店，对于这里的变化很有感
触。以前，这条小巷子附近的环
境卫生状况很差，垃圾到处都是，
墙体破旧不堪，墙面上都是小广
告。巷子附近还有县第二中学和
县第三小学，每逢放学，不少孩子
为抄近路翻墙回家，很危险。

今年春节后，我们向上级反
映，希望整治这条巷子。没过多
久，县里领导就来实地调研，接着
城管等部门就开始着手整治。从
那以后，这条小巷一天比一天
好。垃圾没有了，垃圾桶也换新
了，破旧不堪的墙体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一面新砌的砖墙。

原本以为小巷整治到这个程
度就结束了，但是出现了让我们
更惊喜的事情。又过了几天，五
六个穿着红马甲、戴着小红帽的
年轻人出现在砖墙前，他们将墙
壁清理干净，然后配色、调色、构
图、勾勒、涂抹，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天，一个个生动
的卡通形象出现在墙上。

我开的理发店就在这面墙的对面，这几个志
愿者来的那几天，正好赶上天儿逐渐变热，我看
他们辛苦，就把他们请到店里休息。聊天儿中得
知，带头设计的志愿者叫魏丰，是县“爱心 E
族”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他听说县城小街小巷
整治的消息后，就萌发了通过自己的专业扮靓家
乡街巷、社区的想法，为丰新巷绘制了这面文
化墙。

魏丰告诉我，这面墙的学问可真不少呢。这
面墙的主题是“传承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共
创文明丰宁”，主要内容包括垃圾分类、环境清洁、
弘扬文明新风等。手绘画色彩丰富、内容有趣，而
且简单易懂，这样就把文明创建的理念直观、立体
地渗透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以前又脏又乱的小巷子变成了传递文明的大
舞台。现在，这面彩绘文化墙还吸引了不少附近
居民前来拍照，成了热门“打卡点”。环境好了，我
这小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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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说创城

编者按

清河县“俏夕阳”志愿服务队表演节目小品《抵制高价
彩礼》。 河北日报通讯员 高 胜摄

清河县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楚元庆（中）为群众科
普心肺复苏急救知识。 河北日报通讯员 高 胜摄

唐山市东新苑社区夕阳红治安巡逻队
队员向居民宣传文明养犬。

河北日报通讯员 孟校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