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扶危助困、抢险救灾、脱
贫攻坚、社区工作……在保
定市涞源县，总能看到这样
一群人，她们看似柔弱，却英
勇无畏，在多个“战场”积极
发挥作用，传递温暖的力量，
成为志愿服务一线最美的身
影。她们就是涞源县妇联巾
帼志愿服务队，今年7月，入
选 2019 年全国宣传推选学
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
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微光点点，聚成明炬。
近年来，服务队大力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服务精神，广泛宣传发动和
组织引领广大巾帼志愿者积
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点亮志愿服务之光。

奋战急难险重，彰显巾
帼风采。2012 年 7 月 21 日，
涞源遭遇暴雨洪水灾害，涞
源县妇联巾帼志愿服务队在
县妇联的带领下，深入灾区
为受灾群众送去生活必需
品，在安置点消毒、做饭、打
扫卫生、对受灾群众进行心
理疏导，为受灾群众提供物
质支持，同时帮助受灾群众
重建精神家园。

发挥独特优势，助力脱
贫攻坚。组织巾帼志愿者，
特别是从县巾帼精准扶贫

“十百千”培训工程大、中专
班的学员中招募巾帼志愿
者，这些“精准扶贫受益者”
经过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易
地扶贫搬迁、志愿者精神、巾
帼志愿服务、美丽庭院创建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后，成
为精准扶贫政策的宣讲者和帮扶别人的主体。她们
深入搬迁群众家中，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暖心行动”，
帮助搬迁群众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养成好习
惯，形成好风气。“让精准扶贫受益者去帮助搬迁群
众是一种爱心的传递，更能体现志愿精神的精髓。”
涞源县妇联相关负责人说。

创优服务品质，打造特色品牌。在涞源县第一
小学等6所县直学校和“儿童快乐家园”项目所在地
学校开展专项志愿服务项目，对口支教南马庄乡南
马庄村等 6所“儿童快乐家园”，为边远地区留守贫
困儿童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在项目所在地均
成立了由村妇代会主任、妇女小组长和儿童家长组
成的巾帼志愿服务队，将公益项目和志愿服务有机
结合，收到良好效果。

□薛惠娟

又到一年重阳日，最是浓浓敬老情。
10月20日，在沧州市运河区凤凰城A区的优美

丽人理发店，一大早老人们就在门口排队等候。每
周二是店里的敬老日，66岁以上老人理发免费。

店主刘艺是沧县人，从事理发行业 20 年。从
2014 年起，他就免费为附近的老人理发。2016 年，
理发店搬到了凤凰城，刘艺又在店门口挂上牌子“每
周二为老人免费理发”，并把每周二定为敬老日。

如今，为 66 岁以上老人免费理发，刘艺已经坚
持了6年。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回老家看望父母，
看到老人们理完发高兴的样子，刘艺心里很满足。

每周一次免费理发，是刘艺的一份真情和孝
心。他把对父母的牵挂，化为对老人的关爱。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如今，城乡空巢老人与独居老人越来越多，每到
重阳节，各种敬老活动渐次登场，比如陪老人出游赏
景、登高远眺，或者听歌听戏、观影观剧等，让老人们
欢欢乐乐、度过佳节。

关爱老人，莫拘泥重阳。心里有孝心，天天皆
重阳。

就像已坚持了10年的威县方营乡孙家寨村“孝
心饺子宴”，带给老人的就是一种贴心和温暖。

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孙家寨村的“孝心饺子宴”
准时开席，不仅村里 65 岁以上老人来，就连十里八
乡的老人都赶来吃饺子。

农民的生活好了，谁家也不缺吃喝，为啥还要办
饺子宴？“孝心饺子宴”的发起者、孙家寨村党支部书
记付宏伟说，“其实，倒不是为了那一碗饺子，大家在
一起吃饭就像是一家人。”

包进馅里的是孝心，端到桌上的是恭敬。
物质上的富足并不能填补精神上的情感空缺，

许多老年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孤独感，他们渴望有
人陪伴。而围在一起吃碗饺子，和乡亲们聊聊天，格
外地惬意。

人到老年，特别需要亲情的慰藉。我省出台
《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为探望父母明确了
法律保障，不仅明确规定子女应当经常看望、问候
老年人，也要求用人单位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
权利。

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我们因为工作等各种原因，
不能“常回家看看”，但敬老爱老的方式可以是多样
的，除了采取打电话、寄礼物等传统方式，我们还可
以在微信、QQ视频中多聊天，尽量减少与父母之间
的距离感，以拳拳孝心，让父母感受到远方儿女的深
切关怀。

又到重阳，我们再扪心自问：最近给父母打电
话了吗？有没有陪老人吃饭？给老人买过什么
礼物……

□河北日报记者 崔丛丛

10月9日一大早，怀来县城60多岁的
白大姐，把几张热腾腾的山药饼塞到董静
手中。“从您这上了按摩保健培训班，我自
个儿在家也能按摩了，腿脚舒服多啦。”

记者：您当时注册这个学校的初衷是
什么？

董静：我做了很多年的职业技能培
训，接触的不少学员是基层的贫困户、建
档立卡户以及一些生活困难的人。他们
生活的辛酸和无奈，我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我做了多年的培训工作，办一所学
校，就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更多的人掌
握一门实用技术，实现增收创收、就业创
业的愿望。

俗话说，治病要找病根。扶贫也要找
“贫根”。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
贫困人口的摸底工作，走到群众身边，才

能了解群众要什么、缺什么、怎么帮助他
们。一方面，我从县扶贫办提供的建档立
卡人员名单中，筛选出符合培训条件的人
员，另一方面，带着众援职业培训学校的
工作人员深入到全县 279 个行政村、28个
社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摸底与宣传
工作。

记者：摸底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您遇到了哪些困难？

董静：最让人着急的就是联系不到
服务对象，为了做到精准服务，必须入
户进行实地了解。在入户过程中遇到最
大的困难就是行路难。在怀来县鸡鸣驿
乡芦苇沟村居住着十几户人家，芦苇沟
村位于半山腰上，常年信号不稳，村民
必须把手机悬挂在房梁上，或者爬到山
头上，才能接收到时有时无的信号。为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工作人员
连续 3 次徒步爬山，才收集到最真实的
信息。

到怀来县孙庄子乡黄骆驼、草庙沟和
小南辛堡镇化庄、水头村是山路，路一边
是山体，一边是三十多米深的土崖，山路
盘曲，车辆都是侧行，稍不留神就有掉下
去的危险。

面对这些困难，大家都互相打气，再
坚持坚持，大山深处，有那么一群人在等
待，渴望着国家政策的惠民之声到来。

记者：做好了摸底工作，我们的培训
有哪些特色？

董静：根据摸底与走访的情况，我们
采取“点餐式”培训，把培训“大锅饭”变成

“营养餐”。学校开设了保洁、环卫、防火、
养护、护理等专业培训，便于建档立卡人
员的就业，开设种植、养殖、面点等方面培
训，适应建档立卡人员产出需要，开设急
救、保健按摩、理疗等培训课程，提升建档
立卡人员生活能力。

建档立卡人员普遍存在不自信心理，
为了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学习中，我们选配

了学校师资库中最有亲和力、最接地气儿
的优秀老师，采取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
就连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的学员也能听得
懂、学得会。并注重互动环节，提高每个
学员的参与度，对表现优异的学员给予小
小 的 奖 励 ，激 励 大 家 一 起 跟 上 培 训 的
进程。

发挥榜样的作用，我们聘请了“河北
好人”、保健按摩师王少峰，来学校手把手
地传授技艺，还讲述自己十年如一日开展
公益的事，为学员们传递乐于助人的社会
正能量。

记者：学员培训结束后，我们还有哪
些帮扶机制？

董静：“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也在
不断健全完善帮扶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成
果，对学员建立了个人专门档案跟踪回
访。所有参加过众援培训的人员都建立
了培训与就业档案，跟踪服务，随时可享
受技能提升再培训。对于有创业意愿的
学员更是给予技术、经验等方面的支持，
真正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怀来县存瑞镇安营堡村建档立卡人
员王万海肢体三级残疾，在众援培训入户
宣传时，我们发现他家的院子很大，就鼓
励他参加养殖培训。培训后，他把院子一
部分改造成羊舍，现在养了六七十只羊，
一步步摆脱贫困。学校还派出专职人员
指导他对羊舍和羊的活动场地进行杀菌
消毒，在羊感染寄生虫后，协助他查清原
因，指导他对症下药。现在，王万海的养
殖已经有一定规模。

看着许多贫困户富了起来，我心里很
高兴，也真心希望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使

“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让技能扶贫
更见实效。

邢台市在创城工作中坚持“群众视角”，从细小处着眼，改善城市
生活环境，提升群众文明素质——

点滴细节，彰显城市文明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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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进行时

张家口市怀来众援职业培训学校校长董静

让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好人名片:
董静，张家口市怀来众援职业培

训学校校长。2015年，她注册了怀来

众援职业培训学校，把就业有市场、有

前景，实用性强的技能免费送到群众

身边，帮助贫困户脱贫。目前已开办

107 期培训班，培训学员已逾万人。

董静家庭曾荣获全国妇联“最美家庭”

“河北省最美家庭榜样”等称号。2020

年 9月，她被评选为“时代新人·河北

好人”。

心里有孝心
天天皆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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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
襄都区西门
里办事处西
关社区顺德
北小区新打
造的文化墙
让小区面貌
焕然一新。

河北日
报通讯员
张婵娟摄

董静（左
二）正在给学
员进行就业和
创业指导。

河北日报
通讯员

杜 磊摄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小区绿化带里的菜地不见了，家门口
年久失修的道路平整宽阔了，街头游园多
了，农贸市场干净整洁了……一段时间以
来，不少邢台市民感慨城市面貌的改变和
城市品质的提升，“这几年变化可真大，不
光公园多、绿地多，整座城市也更加干净整
洁、规范有序了，邢台正在变得越来越靓、
越来越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来，邢
台市坚持“群众视角”，从细小处着眼，改善
城市生活环境，提升群众文明素质，以实实
在在的创建成效增强市民的获得感、满
意度。

从细小处着眼，改善城市生
活环境

整洁的街巷、干净的地面、统一定制门
头的沿街商铺，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日前，行走在邢台市信都区邢化街，有序整
洁的面貌让人耳目一新。

不久前，这条街巷还是另一番模样。
“路面坑洼不平，不少游商占道经营，不但
影响交通，还弄得又脏又乱。”在附近锦绣
中华小区居住多年的李景祥说。

点滴细节，彰显着城市文明之美。“一
座城市的背街小巷是否整洁有序，也检验
着城市的文明程度。”邢台市中华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有关负责人介绍，“执法队利
用一个月时间，对该街道进行专项整治，粉
刷道路两侧墙面，拆除了街道内的违法建
筑，硬化路面，并对出店经营、占道经营、乱
停乱放等违规行为进行治理。”

发生改变的不只邢化街。在邢台市区，
很多条背街小巷都在发生着喜人的变化。
该市各级各部门持续推进小街巷综合整治
工程，通过打好“基础设施改善战”“公共环
境治理战”等，改善和提高城市小街小巷的
环境状况，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品位，小街小
巷旧貌换新颜。

“长久以来，路面不平、景观不美、环境
不洁、管理不严等问题是背街小巷的‘通
病’。对此，今年以来，我们协调和督促各相
关部门采取‘拆、堵、通、疏、序’等多种举
措，对市区239条背街小巷环境进行整治和
硬件设施改造提升。”邢台市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各部门针对背街小巷存在的沿
街商铺管理无序、车辆乱停放、私搭乱建等
问题，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清除“顽
疾”，全面提升群众幸福感。

确保脏乱差现象不反弹，需要制度的

约束。邢台各级各部门不断推进背街小巷
管理模式创新，完善精细化常态化管理机
制，确保治理成效得到巩固提高。

邢台市城管局广泛推广“街长制”，将
主城区划分为若干道路网格，由局科级以
上干部担任主要道路管理街长，负责道路
沿线日常管理工作。其他街道由局机关科
室长、局属单位负责人分包，全权牵头整治
分包街道城市管理各类问题。为了避免“街
长”们产生“老好人”思想，所有“街长”分包
街道定期进行轮岗。

背街小巷看似不起眼，却紧贴百姓生
活。邢台市创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开展背街小巷市容秩序专项整治行动，让
创建成果体现在群众的笑脸上。

聚焦群众关切，提升群众生
活品质

针对市民关心的停车难、乱停车现
象，邢台市城管、交管部门通过对市区公
共区域全面摸排、实地测量、科学设置，增
加机动车公共停车泊位。截至目前，市区
共有公共停车泊位 3.06 万个，今年复划停
车位 1.74 万个，新增机动车停车位 1.32 万
个，以最大化合理利用空间，缓解城区“停
车难”。

“以前看到路边有厕所，却找不到停车
位，就近停怕被贴罚单，停远了又不方便。”
日前，困扰邢台市出租车司机李师傅的这
一难题得以解决。该市交管部门在市区主
次干道公厕点位周边设置了13处临时潮汐
停车位及配套提示标志，限停10分钟。

老旧小区改造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

在邢台，现有老旧小区大多数建成于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缺乏统一管理，基础设施陈
旧，私搭乱建严重，小广告“顽疾”根治难等
问题一直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

今年以来，邢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把其列入全市重点工
作和十大民心工程，明确改造目标，细化单
位责任，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过去脏乱差，如今洁净美”。邢台市西
关社区党委书记张志永说，“最近，居民们
连连夸赞小区变化大。新铺好的柏油路面，
粉刷一新的楼道墙面，新安装的雨水管，精
心设计的绘画墙，让人眼前一亮。”

老旧小区改造既重“面子”，又重“里
子”。为解决老旧小区缺乏物业管理的难
题，邢台市大力推广老旧社区居民自治，在
老旧小区建立由社区党员、志愿者、楼院长
组成的业主委员会，领导居民自治自管，实
现老旧小区“有人管”“管得好”。

该市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全市
有400余个老旧小区通过居民自治，解决了
老旧小区无物业管理的现状，改善了居住
环境。”

广泛动员群众，增强全社会
文明素质

小区绿化带里的菜地不见了，家门口
年久失修的道路平整宽阔了，街头游园多
了，农贸市场干净整洁了……

实实在在的变化提高群众获得感的同
时，又激发了群众参与创城工作的热情，大
家纷纷加入小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自治
组织，尽己所能助力创城。

清除垃圾杂草，修建凉亭和小广场，施
划停车位……在邢台市襄都区电缆厂小
区，群众参与创城工作的热情高涨。“我们
虽是老旧小区，但要实现‘老而不破’‘老而
不乱’‘老而不脏’。”一位业主说，该小区成
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每月 28 日开展环
境卫生整治活动，大家都踊跃参与。

“同志，前面是红灯，请您等一等。”每
天上下班的早晚高峰，在邢台市区 24 个主
要交通岗，都会有手持小红旗，头戴小红帽
的 文 明 交 通 志 愿 者 协 助 交 警 维 护 交 通
秩序。

不仅有维护交通的志愿者，还有志愿
者定期开展巡河捡垃圾、爱心助老、爱心助
学等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我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已经有 7 年了，每年服务时间
700多个小时。”市民闫丽平说，一到周末假
期，或有闲暇时间，她就会到敬老院、农村
小学、城市社区等地，参加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

同时，邢台市还通过组织邢台道德楷
模评选等活动，引导市民践行文明、传递文
明，在全社会营造讲文明、有公德、守秩序、
树新风的良好氛围；利用公益广告、道旗、
专栏、标语、文化墙等，宣传创建知识，做到
家喻户晓，凝聚创建合力。

为调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共建共享
文明城市的积极性、主动性，邢台市创城办
还开通了创城热线、“掌上邢台”等五大创
城有奖监督平台及创城热线电话和邮箱，
接受群众建言献策和监督。每月评出最佳
监督奖若干名，并给予一定奖励。自 3月份
以来，已有 260 余名群众喜获创城最佳监
督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