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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区 新家园 新生活
——尚义坚持党建引领服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居民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通讯员 张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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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以来，尚义县南壕堑镇
近两年共新建了惠民苑、富民苑、天福苑3
个集中安置区，安置居民7793户21020人。
这些居民分别来自全县8个乡镇、57个自
然村，给基层社区治理带来新课题。南壕堑
镇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探索社
区管理建设新模式，着力打造和谐社区、幸
福邻里的新时代基层治理新格局。

夯实党建根基，当好社区
管理“娘家人”

作为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尚义县南
壕堑镇党委将党建引领作为做好社区管理
建设的根本之策。他们在惠民苑、富民苑、
天福苑3个新建社区分别设置了党总支，
下设22个党支部。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社区党支部把社区管理建设工作
细分为60个网格，将社区210名居住党员
纳入网格管理，搭建了党员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平台。平台的建立畅通了倾听群众
呼声的渠道，确保了群众话有处说、怨有处
诉、难有处解、事有处办。

11 月初，一场大雪过后，惠民苑小区
因供暖管道出现故障，部分住户室温不达
标，居民怒声载道。惠民苑社区党支部了解
情况后，第一时间组织协调物业管理企业
和施工单位制定抢修措施，他们克服气温
低施工困难等问题，加班加点，用最短的时
间恢复了小区正常供暖，得到了居民的
肯定。

“社区工作怎么样，社区居民最有发言
权，把群众的需求了解清、解决好，当好社
区居民的‘娘家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
路线，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社区
党支部书记李文鑫深有感触地说。

镇党委以社区党建为切入点，创新探
索“三长四议六员”联动工作机制，在小区
建立了小区长、楼道长、单元长“三长”队
伍；推出了开展议一议公共区域的操心事、
议一议小区群众的烦心事、议一议矛盾突
出的揪心事、议一议社区发展的中心事为
内容的“四议模式”；“三长”在工作中以政
策宣传员、民情信息员、民事调解员、民生
服务员、安全协管员、文明倡导员在社区开
展服务。通过召开党群议事会，实现民事民
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民事民
督，做到大事不出镇，小事不出区。今年6
月，他们又成立了党群议事厅，到目前已召
开议事厅会议15次，采纳党员群众提出的
修剪区域绿化带、维修小区摄像头等意见
建议9条，解决居民供暖管网维护、部分路
面破坏等热点问题11件。

完善服务功能，当好社区
居民“暖心人”

作为全镇规模最大的易地搬迁安置
小区，天福苑也是居住人口最复杂的小
区，共有住户2200多户。因人口来源分散，
居民刚搬入集中安置区时，多数面临人生
地不熟、居住环境不适应等问题，给一些
居民生活带来困扰。对此，社区党支部组
织发动广大居民开展各种形式的联谊会、
座谈会拉近居民感情，同时举办群众喜闻
乐见的歌咏比赛、广场舞比赛等，使搬迁
群众融入大家庭，营造了幸福和谐的生活
氛围。

社区人口多、来源广，镇党委以便于社
区管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效率为着力点，

建立服务工作体系，完善服务工作功能，成
立了居民委员会。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居
民委员会对安置区实行综合管理，对来自
不同乡村的小区居民所涉事务协调原属乡
镇办理，采取居民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
由楼道长、党员业主为成员的业主委员会。
同时，组建了以社区党组织书记为站长、居
民原属乡镇机关干部为成员的综合服务
站，面向社区广大居民开展全方位多元化
的综合性服务。

综合服务站开设了民生民事代办服务
大厅，开通了社区服务热线，建起了居民微
信公众号，实现了居民不出小区就可一次
性办事。综合服务站下设“一室四中心”。警
务室，受理群众报警求助，调查治安案件,
调解治安纠纷；就业服务中心，建立就业服
务信息指导平台，负责劳动力供求信息收
集整理发布和咨询服务；医疗服务中心，为
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
开通医疗报销系统；物业管理中心，负责居

民供水、供电保障，做好小区环境卫生、绿
化、车辆交通和公用设施管理及维护服务；
居民服务中心，负责为居民提供司法调解、
法律咨询、民生民事代办等综合性服务。截
至目前，“一室四中心”共调解各类民事纠
纷21起，协调帮助居民就业1215人，代办
社保、低保等各类民生事务566件。

搭建平台，当好富民增收
“拓路人”

保障居民实现持续稳定增收，是集中
安置区管理建设的关键所在。

为解除安置区居民的后顾之忧，真正
做到搬得出、稳得住、可就业、能致富，在确
保居民享有原所属村“一退双还”“粮食直
补”各项政策补贴、村集体收益分红、村级
公益性收入的同时，镇党委围绕居民增收
这个中心，开阔思路，搭桥梁、建平台，积极
为广大居民创收增收创造机会。

58岁的王振胜，是下马圈乡庄科村农
民，搬迁前以种地为生。搬迁后靠什么支撑
生活？他心里没底，顾虑重重。2021年迁居
天富苑社区后，社区党支部尊重王振胜意
愿，帮助他跑资金、租门店、办手续，在县城
开了一家小饭店。通过辛苦经营，现在饭店
生意红红火火，月收入超万元。

拓展劳务输出门路，镇党委成立了社
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对具有劳动能力的
社区居民开展劳务技能培训，目前已有
980名居民实现异地就业。另外，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在镇域内相继建立西平山吊蔓
西瓜产业园区、天安农业产业示范园区、雪
川农业马铃薯种植园区，带动1500人实现
本地就业。

同时，充分发挥居住县城的区域优
势，镇党委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积极
支持小区居民发展二三产业。他们围绕搬
迁居民需求，在安置小区周边建起 1.2 万
平方米的养殖园区，还在社区建起手工缝
纫、杂粮包装、假花加工等小微工厂。目
前，有1100户居民在县城从事餐饮、住宿、
商贸物流行业。除此之外，小区还开发了
环卫保洁、花草管理等公益性岗位，150名
年龄偏大且有就业意向的居民实现就近
就业。

河北日报讯（记者郭晓通）“新房宽
敞明亮，还是集中供暖，晚上能洗热水
澡，真是不错。”11月28日，张家口市察
北管理区沙沟镇沙沟新村村民李玉斌夫妇
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自己的新民居。经过

“空心村”治理，沙沟新村民居排列整
齐，美丽乡村魅力绽放。截至 10 月底，
张家口924个农宅空置率50%以上“空心
村”、169个农宅空置率30%到50%的“空

心村”、7个农宅空置率30%以下易地新建
和联村并建类村庄，已全部完成治理
任务。

“‘空心村’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张
家口市通过实施新型社区、产业园区、生
态功能区三区同建，着力提升安置区生产
生活水平，让搬迁群众实现安居乐业。”
市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科负责人杭启鹏
介绍，张家口市是全省“空心村”治理的
主战场，已建成155个集中安置区，集中
安置群众13.5万人。

按照科学合理、功能完善的标准，张
家口市对新建安置住房进行规划建设，注
重水、电、路、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
等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安置区配套建设卫
生室、学校、幼儿园、活动室等各类公共
服务设施256个，保障群众享有便利的公
共服务。

园区建在家门口、打工不用往外走。

为确保安置群众就近就业，张家口市立足
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在集中安置区周边
建设了一批发展前景好、带动能力强、与
搬迁群众劳动能力相契合的产业项目，进
一步强化产业支撑，拓展就业渠道。共建
成产业园区112个，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和用人单位吸纳劳动力，强化劳务对
接服务，带动2.6万人实现就近就业。同
时，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引导
搬迁村庄群众有序流转耕地 149.1 万亩，
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群众稳定增收双重
效益。

此外，张家口市立足首都“两区”建
设，重点实施休耕种草181.26万亩，大力
推广节水粮饲作物种植；建设省级以上森
林公园23个、湿地公园16个，新增塞北
黄土湾、尚义察汗淖尔2个国家草原自然
公园试点；打造国家示范牧场30个、农
业公园30个、草原公园7个。

把村庄变成新型社区、产业园区、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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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仝辉、马志野）近日，阳原县
启动以“认养桑干幸福树，共建两区生态城”为主题的生态林木认
养活动，首批认养了6万多亩20多万株林木。

“得知这个认养林木的消息后，我们张家口在京的220家企业
积极参与，认养了约1万株林木。”北京张家口企业商会执行会长
胡庆成告诉笔者，能参与家乡的林木认养活动他觉得非常荣幸。

“活动大大激发了人们参与植树造林的热情，争当阳原县生态文明
建设的传播者、实践者和守护者，共同为交好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
展两份优异答卷贡献力量。”阳原县委书记郝燕飞表示。

据悉，这次林木认养活动有捐赠、实地养护、代养、冠名4种模
式，认养人可到阳原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进行线下认养，也可登录
手机App“桑干幸福林”进行线上认养。

近年来，阳原县深入推进林长制改革，切实加强生态林保护管
理。截至目前，全县林木绿化率达到 44.65%，道路绿化率达到
83.54%，水岸绿化率达到82.1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9.58%、
绿地率达到36.1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1.47平方米，有效地
改善了人居环境。

“我们在家闲着没事儿干，在这儿一边削土豆一边唠着嗑挣
100多块钱！”涿鹿县村民邵玉来负责对土豆进行二次削皮，旁边
放着七八只白色大桶，桶里的净土豆越堆越高。

这是涿鹿县供销社栾庄村新合作助农增收车间一角。如今，
越来越多的村民每天一起削土豆，有说有笑把活儿干，构成了一幅
热闹的“开心车间”劳动场景。

“一人一天少的削300来斤，多的有500多斤。”栾庄村党支部
书记张新光告诉笔者，只要两手能动弹就会削土豆，每月增收两三
千元不等。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的好事，得益于县供销社的
助农增收项目——净菜加工。张家口每年从8月开始，土豆便陆
续批量成熟，净菜加工也进入忙碌期。“除了用机器削土豆，供销
社还特意将初级加工业务交给村民，尽管手工削皮速度慢些，但
能为村民带来一部分收入。”县供销社主任王振峰介绍，供销社
为村民提供土豆，再统一收净土豆，加工费直接让利村民，村民
在家就能实现增收。”据粗略估算，仅削土豆一项就助力300多名
村民增收。

涿鹿县供销社今年1月份正式投产净菜加工项目，可加工白
菜、萝卜、土豆、叶菜等10多种蔬菜。目前，已与50多家专业合作
社和种养大户对接，涵盖果蔬、肉蛋、禽类及食用菌等上百个品
种。“把土豆消化完以后，我们就接着加工叶菜了，届时加入净菜加
工的村民会更多。”王振峰乐呵呵地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胡胜华）今年以来，张家口
市水务局着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做好冬奥会水利
保障工作。

对照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承诺工作任务分
解清单，市水务局全面完成冬奥会水资源可持续承诺方面涉水工
作任务，编制《张家口市承办2022年冬奥会水利工程及水资源保
护规划》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增强冬奥会水资源保障能力。积极
开展供水工程等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完成崇礼区及全市水资
源评价工作，全面落实冬奥可持续承诺。今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8平方公里，奥运场馆沿线区域生态不断改善。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
水问题，实施了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四大类35项重点民生水利项
目，实施33项民生微项目。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赵海山、唐小妹）近日，张家
口市开展了涉高危体育运动场馆“双随机一公开”多部门联合执法
行动，全力做好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

据了解，该执法行动由张家口市体育局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管
局等6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市15家涉高危险性体育场馆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定向联合抽查，重点对滑雪场开放资格、人员资质、
场地设施设备、运营保障、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等7个事项进行检
查，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相关滑雪场馆下发了整改通知。

检查中，联合执法检查组约谈了被检查单位，要求强化安全生
产红线意识、严防安全底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
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做好重
点时段、节假日的游客疏导工作等。据悉，本次抽查为尽可能减少
对冰雪场馆正常经营的打扰，检查组采取提前预约、统一乘车、分
头作业的现场检查模式，大大提高了执法检查效率。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王宗
昆、刘勇）近年来，张家口经开区检察院准确
把握未成年人司法规律和发展方向，全面加
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经开区检察院通过严格依法办案，严厉
打击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宽容不纵
容、关爱又严管”，对于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
残忍后果严重的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惩处，绝
不让未成年成为逃脱法律制裁的护身符。今
年以来，共批准逮捕未成年人刑事犯罪3人，
起诉9人。

把落实“一号检察建议”与“法治进校园”
活动相融合，所有院领导均兼任法治副校长，
带头上好法治课，全力支持青少年法治宣传
工作。今年以来，共组织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6场次，进行专题宣传教育6次。创建“经开未
检”微信普法平台，及时为学生提供法治学习
资料及警示教育素材。目前，依托该平台已开
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30 次，推送宣传信息
61篇。

阳原开展生态林木认养活动
首批认养了6万多亩20多万株林木

净菜加工“车间”挣钱忙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通讯员 李向丽

市水务局

实施35项重点民生水利项目

对 15 家 体 育 场 馆 开 展
“双随机一公开”定向联合抽查

张家口经开区检察院

严厉打击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郭志倩）11月29日，笔者从
张家口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该市认
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完成营造林任务178.9万亩。

近年来，市林草局和各县区不断强化组织领导，采取以调度促
进度的方式，强力推进项目进度。广泛推广营造林经验，抓细节，
控质量，实施全过程管控。针对全市实际情况，创新机制模式，完
善“企业化、项目化、林场化”管理运营体制，全力推进林业生态建
设健康发展。

据了解，该市今年营造林任务178.7万亩，其中张承造林项目
108.7万亩，营林50万亩，封山育林和飞播20万亩。截至目前，年
度营造林任务已全部完成。同时，市林草局积极组织县区开展省
级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创建工作，涿鹿、崇礼、怀安、万全、宣化5
个县区已列入2021年省级森林城市评选范围。全市共推荐31个
村庄参加省级森林乡村评选，17个村庄获得省级森林乡村称号。

今年完成营造林178.9万亩

①惠民苑社区全景。

②天福苑社区组织居民开展舞蹈比赛。

③惠民苑社区组织医务工作者为居民免费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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