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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刘剑英

“原来这里是一片坑洼不平的荒
地，经过土地整治后，今年收了一季
油 葵 和 一 季 红 薯 ， 至 少 多 挣 2100
元。”10月27日，魏县南双庙镇小姜
村村民范保臣一大早就来到地里刨红
薯。看着丰收的红薯，范保臣喜上眉
梢，“多亏驻村工作队帮扶，把荒地
变成了良田。”

去年 3 月，总投资 147 万余元的
小姜村土地整治项目正式实施，项目
面积 240 亩，包括平整土地、新建 3
眼机井、安装 2848 米输水管道，以
及变压器、田间路等配套建设。项目
大大改善了小姜村农业生产条件，促
进了村民增收。

小姜村共有320户1717人，人均
耕地不足 1亩。2018年 3月，邯郸市
委组织部驻魏县南双庙镇小姜村
扶贫工作队驻村后，紧贴群众
需求进行精准帮扶，因村制宜
培育特色产业，改善村庄基础
设施，努力把实事办到群众
心坎上。

复耕土地，荒地变良田

了解到魏县将实施一批土
地整治示范项目后，驻村第一书
记、工作队队长张亮亮多次争跑，
使小姜村成为南双庙镇唯一入选村。
荒地变良田，村民拍手欢迎，但 240
亩土地涉及 300多户，最多的户有一
亩半，少的只有几分地，复耕土地分
配，谁家都不想少一分。如果处理不
好，反而会引发村民间的矛盾。

查清底账，下足“绣花功”。工
作队特意买了一卷百米长的皮尺，连
续四五天和村干部测量土地，“一把
尺子量到底”，最终将复耕土地公平
公正地分配到户。

“把好事办好，就得多到田间地
头、村民家中，很多办法是靠脚底板
走出来的。”张亮亮说。

去年 7月，工作队准备为村里安
装105盏太阳能路灯，解决百姓夜间
出行难题。看到路灯材料进村后，
当 天 就 有 几 个 村 民 来 到 工 作 队 驻
地，想让工作队在自家门前安盏路
灯。对此，当晚工作队队员就和两
名村干部绕着村里的大街小巷走了
三四圈。一边走，一边测量、做记
录，对多长距离安装路灯、如何照顾
5户残疾人家庭出行等做到了心中有
数。安装方案公布后，获得该村党员

和群众代表一致通过。

建果蔬大棚，筑牢脱贫之基

在小姜村村南，一座两层楼的主
体已经完工。“这是村里学校的教学
楼，很快将进行内外部装修，以后孩
子们再不用起早贪黑跑 10 来里地上
学了。”说起村里幼小一体学校的建
设，该村党支部书记范兰成连说“不
容易”。

在村里建一所学校，让孩子们在
家门口读书，是村民们多年来的愿
望。但是建学校并不容易，这其中除
了争跑项目困难，学校征地涉及的12
户村民的思想工作也非常难做。“项
目跑下来后，土地补偿资金迟迟没有
着落，工作队想办法垫付了补偿款，
保障了项目按时开工。”范兰成说，
不仅如此，在工作队帮扶下，村里有
了健身广场，大小街巷完成了硬化、
美化、亮化，电网、水网完成改造，

硬件基础全面提升。
产业是稳定脱贫之基。为帮

助贫困群众持续增收，工作队引导
村民调整种植结构，建设果蔬大棚种
植园区，聘请专家送技术到村，提升
农户种植技术。同时，通过“农超对
接”，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

养鸡是小姜村的一个特色产业。
为发挥大户李书生的带动作用，张亮
亮多次登门，帮助他算规模养殖的节
支账、增收账，坚定了李书生带动群
众共同致富的信心。目前，小姜村蛋
鸡养殖已由 3 年前的 1 户、存栏量不
足万只，发展到如今的 9户、存栏量
12万余只。工作队还邀请邯郸市农科
院专家，定期到小姜村开展培训，帮
助养殖户提高养殖技术。

强基层党建，留下“不走
的工作队”

由于历史原因，小姜村村情较复
杂，村支书更换较频繁。作为一名组
工干部，如何为小姜村留下一支“不
走的工作队”，是张亮亮驻村不久就
开始思考的问题。

党群服务中心是基层党组织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主阵地。工作队

首先通过协调争取，完善了党群服务
中心基础设施和办公条件。在改善
硬件基础上，工作队发挥组织部门抓
党建工作优势，帮助村里规范了“三
会一课”“党员活动日”等制度，并组
织村干部到曲周县小弟八村等基层
党建先进村对标学习，提升村“两委”
干部责任意识和服务能力。同时，将
村务分为综合管理、便民服务、协调
落实、安全稳定、账目统计等5方面内
容，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充分发挥班子成员的优点和工作积
极性。

“从前有事儿找不到人，现在每
天 有 干 部 值 班 ， 群 众 办 事 方 便 多
了。”村民范振国说，年初疫情严重
时期，工作队和村干部值班值守、入
户走访，还为行动不便的群众送生活
用品，用奉献筑起疫情防线，成为大
伙的“主心骨”。

“全省扶贫脱贫先进驻村工作
队”“全省扶贫脱贫优秀驻村第一书
记”……驻村以来，工作队和张亮
亮个人先后获得一系列荣誉。“荣誉
属于过去，今后还要巩固提升扶贫
产业质量，推进文明乡风建设，让
群众腰包更鼓，生活更幸福。”张亮
亮说。

好办法是靠脚底板走出来的
——记邯郸市委组织部驻魏县小姜村扶贫工作队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剑英 通讯
员韩艳萍）“出锅喽！”11 月 1 日临近
中午，邯郸市邯山区小堤村村民王瑞
周的农家小院内，热气腾腾的枣糕散
发出阵阵香气。小堤村曾获得全国十
大美丽乡村称号，是不少市民周末休
闲度假的目的地，许多人专程到王瑞
周的农家乐吃午饭。

“枣糕用的是石磨面、自家种的
枣，不放任何添加剂，纯正的农家口
味，很多人都是回头客，每年有八九
万元收入。”王瑞周说。说起为啥能吸
引回头客，他笑着指了指院门口悬挂
的家训牌——“勤劳致富 诚信待
人”，“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好家风，
如今儿子、儿媳也把这个传家宝传给
了下一代。”

近年来，邯山区从家庭入手，在
全区开展了“好家风好家训”创建活
动，通过培育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带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
一所学校。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
和顺美满。

随 着 人 们 物 质 生 活 不 断 改 善 ，
一些家庭出现铺张浪费、互相攀比
等 不 文 明 行 为 ， 严 重 影 响 了 民 风
社风。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
良好家风的丰富营养，用优良家风规
范家庭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有助于减
少道德失衡和歪风邪气，促进良好民
风社风形成。”邯山区委书记靳禄兵表
示，他们把正家风作为民风社风的第
一道“净化器”，由区委宣传部牵头，
在各乡 （镇、街道）、村 （居） 深入挖
掘、收集整理、宣传展示好家风好家
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好家风好
家训，弘扬传统美德。

为提炼好家风好家训，该区动员
干部群众从家谱村史中找、从牌匾楹
联中寻、从经典家训中选、从长辈口
述中记，选定特色家风家训。目前已

公开征集家风家训5000余条。
“崇文重教 书香门第”。走进邯

山区南堡乡刘村，村民高志英家门口
的家训牌十分醒目。

“3 个女儿都是大学毕业，都有自
己热爱的事业，二女儿还是大学副教
授呢。”说起3个女儿，高志英难掩自
豪。为了供 3 个女儿上学，高志英和
爱人年轻时没少吃苦，但无论生活多
艰难，两人从未动摇让孩子们读书学
习的决心。

身传重于言教，良好家风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着下一代。受家庭熏陶，
高志英的孙女、外孙也都从小爱读

书，每次家庭聚会，几个孩子从不攀
比吃穿，讨论最多的是最近读了什么
书，有哪些心得。

“读书不仅让孩子们增长了知识，
更懂得了家国情怀，懂得了在奉献社
会中实现人生价值。”高志英说，今年
疫情防控中，3个女儿在做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社区联防联控志
愿服务。3个女儿对社会的担当，也在
下一代人心中种下热爱国家、奉献社
会的种子。

“诗书传家，文化育人；勤恳做
事，踏实做人。”这条家训刻在竹板
上，悬挂于河沙镇南街村农民女书画

家 徐 光 照 家 的 大 门 口 。 徐 光 照 说 ，
受父辈影响和家庭文化熏陶，她从
八九岁时就开始读朱子治家格言，从
小学习美术、音乐、诗歌和舞蹈，曾
创作了一大批书画作品，并多次在省
市文化创作交流中获奖。现在，她成
为邯郸市美术家协会副会长，自己出
资 35 万元，在自家小院里办起了光
照文化大院，义务教村里的妇女姐妹
和孩子们唱歌、画画、跳舞，还成立
了俏大嫂舞蹈队。村民经常聚在光
照文化大院学舞蹈、跳健身操、学
画画，这里成为群众喜欢的精神文
化乐园。

“南街村 100 多条家训中，崇尚
文 化 类 居 多 。 现 在 村 民 之 间 正 向

‘攀比’，大家争相写诗作画，文化
氛围浓厚，打架斗殴、喝酒赌博不
见 了 ， 学 文 化 、 学 才 艺 成 为 时 尚。
南街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村，成
为全国文明村。”南街村党支部书记
解振京说。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
分，好家风好家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和行为，是带动形成社会良好风尚的
重要力量。”邯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胡建英介绍，为发挥优良家风对文
明乡风的带动作用，该区相继举办了

“讲家训小故事”“好家风伴我成长”
等活动，开展了最美家庭、孝贤儿
媳、热心公益模范等评选，并利用农
村道德讲堂、文化礼堂等阵地，邀请
百姓身边榜样讲述家风故事，弘扬文
明新风。

邯山区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创建
目前已公开征集家风家训5000余条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近年来，邯郸市
委市政府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紧紧扭住农业节水、
用好地表水关键，重点突出农用井、吃水井、观
测井治理，多措并举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

省水利厅10月份的通报显示，9月份，邯郸
浅层水平均埋深 25.77米，同比上升 0.91米，环
比上升 0.52米；深层水平均埋深 52.89米，同比
上升1.44米，环比上升1.31米，浅层水位平均变
幅排名为第 3名、深层水位平均变幅排名为第 6
名。其中，3个县 （区） 浅层水位平均变幅排名
全省前十，1 个县深层水位平均变幅排名全省
前十。

该市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扩大低耗水农
作物、耐旱经济作物种植，合理布设季节性休耕
试点项目、小麦节水品种及旱作雨养种植试点项
目。2019 年全市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项目
共222.94万亩，其中，小麦节水品种及配套技术
推广补贴项目144.6万亩，季节性休耕项目39.54
万亩，旱作雨养种植试点项目1万亩，高效节水
灌溉项目37.8万亩。截至目前，该市治理区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已达530多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
的 71%，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677，处于
全国先进水平。

成安县没有天然流经河流，该县把加大地表
水的引调和利用作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的有效
办法。今年春季，该县积极争取引入南水北调水
源，25万亩麦苗首次“喝上”长江水。魏县今年先
后争取两批江水置换工程建设项目，上级投资
9021 万元，至年底两批项目全部完成后，将实现
全县农村人口江水置换全覆盖……消纳长江水、
置换地下水，邯郸市积极谋划推进农村生活用水
水源置换项目，引足用好地表水。2017 年以来，
邯郸市实施以城带乡城市供水延伸，至 2019 年，
临漳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成安县、大名县、永
年区、鸡泽县、肥乡区、曲周县等县(区)共完成投
资5.6亿元，连通供水站78座，农村生活水源江水
置换受益人口215.22万人，形成压采能力4200万
立方米。2020 年以来，全市已跨流域境外调水
6.06亿立方米，引水调水水量创历史新高。

该市重点突出“三井”治理，推进治理任务
顺利开展。严格管控农用井。按照“井有登记
表、村有花名册、乡有统计表”和“有井必查、
一井不漏”的目标要求，全力推进取水井清理排
查。同时制定农用取水井关停实施计划，严格执
行取水许可制度，杜绝非法取水。成立4个督导
组对各县 （市、区） 进行专项督导，严格落实《河北省地下水管理
条例》，完善日常巡查、检查、稽查制度，健全长效机制，实现取水
井动态管理。自2015年至今已关停2720眼农用井。

加快置换吃水井。该市积极推进改水降氟和江水置换、消纳工
作，通过推进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和公共供水管网建设，初步实现应
接尽接、应通尽通。城镇居民和工业用水消纳江水1.34亿立方米，
最大程度置换城镇生活、工业和农业取用地下水，大大减少了地下
水取用量。

全面监管观测井。该市成立 4 个工作组，加强业务指导与监
督。各地充分发挥属地管理责任，县乡村三级明确专门负责人，扎
实做好现有观测井与新设观测井的监管，按照省压采办的统一安排
对取水井清理排查进行“回头看”，全市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摸
清底数、一井不漏，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到位，取得良好效果。

河北日报讯 （记者乔宾
娟） 日前，由共青团中央主办
的第 19 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ROBOCON赛事揭晓获奖名
单，河北工程大学代表队以全
场第一名的成绩在 75 所参赛高
校中脱颖而出，荣获冠军。这
也是该校继 2018年获得第 17届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
BOCON 亚军之后，再次实现
历史性突破。

据介绍，本届大赛主题为“绿
茵争锋”，受疫情影响，比赛场地
设在各参赛高校，各代表队通过
网络直播方式进行角逐。根据比
赛要求，每个参赛队需自行设计、

制作两台机器人，并在赛场上完
成接球、传球、投球、踢球等一系
列高难度动作。

在准备过程中，河北工程大
学 30 名师生及时调整策略和方
案，克服交流与合作中的各种不
便，重点突破多个技术难题，完
成了两台参赛机器人的制作、加
工、调试，不断提升机器人的性
能。在比赛过程中，代表队凭借
优良稳定的机器人性能和队员
之间娴熟默契的技术配合，力压
群雄，荣登榜首。

据了解，河北工程大学自
2008 年开始连续参加该项赛事
以来，已经多次获奖。

河北工程大学获全国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ROBOCON赛事冠军

河北日报讯 （记者陈正
通讯员郭晓冉）“在手机上看很
方便，一曲《穆桂英挂帅》一招一
式、一腔一调，极具神韵。京剧、
曲剧、豫剧、革命历史剧精彩纷
呈。”邯郸市民马春成在“邯郸文
联”微信公众号上欣赏了“精彩
园博·十月花香”戏剧专场演
出后由衷赞叹。近日，邯郸市
启动“精彩园博·十月花香”
线上展演系列活动，累计受众
突破百万人次。

由邯郸市委宣传部、邯郸
市 文 联 联 合 启 动 的 “ 精 彩 园
博·十月花香”——邯郸市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文艺成果展演
系列活动，今年创新了表现形
式，变“面对面”为“面对面+屏对
屏”，采取线下展演与线上同步
直播、录制微视频推送网络等云
展示方式进行。市曲艺家协会
原创曲艺音乐网络剧《表白》率
先完成录制，在邯郸文艺网、文

联微信公众号上线。随后，市杂
技魔术家协会、市戏剧家协会分
别在市群艺馆小剧场进行了魔
术专场和戏剧专场展演，邯郸
群众文化大舞台抖音 App 进行
了现场直播。市音乐家协会等
在园博园诸景区实景录制了综
合文艺演出。市朗诵演讲艺术
协会在东街剧场举行朗诵专场
展演，邯郸信息港现场直播。
市影视家协会在邯郸广播电视
台举办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
秀影视作品颁奖仪式。

同时，邯郸市作家协会、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市诗词楹
联协会面向社会联合开展了征
文活动，入选作品结集在 《邯
郸文学》 专刊发表，并在互联
网上同步推送等。

据介绍，“十月花香”品牌
文艺活动自 2018 年诞生以来，
深受邯郸人民群众欢迎，呈现
出行稳致远的良好发展态势。

“ 精 彩 园 博·十 月 花 香 ”
线上展演观众破百万人次

近日，在邯山区马庄乡东街社区的“21姓氏家谱家训”文化墙前，孩子们
正在听老人讲家风故事。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洪超 陈征摄

▲邯郸市委组织部驻魏县南双庙镇小姜村扶贫工作队帮助村

里完善了党群服务中心基础设施和办公条件。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 瑞摄

◀扶贫工作队队长张亮亮（左）向养殖户了解养鸡产业发展

情况。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 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