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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热线，
就是要能办事、办成事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王 宁

最近一段时间，12345政务
服务热线还真有点“热”。

先是河北衡水市高新区建
设局工作人员白某训斥咨询物
业费缴纳等相关问题的居民：

“12345 能办什么事啊？什么事
也不办。”后有河南商丘市睢阳
区一社区书记回怼反映问题的
市民：“他打 12345 投诉，我有
100 个法子对付他。”这些雷人
雷语，引发舆论关注。目前，相
关责任人均已被停职，等待进
一步调查处理。

事情到此似乎告一段落，
但对有些网友的观点，我并不
完全认同。比如，有人认为出现
这样的事不过是个别工作人员
作风问题，有人觉得12345热线
本身只是群众和企业向相关职
能部门反映问题的窗口和渠
道，无法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

必须看到，12345热线设立
的背后，是党和政府为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河
北省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开通一年来，共帮助723.76万群
众解决了952.09万件各类诉求。
而一再出现的雷人雷语也暴露
出一些地方 12345 政务服务热
线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反思
之余，我有三句话不吐不快。

第一句，个别地方政务服
务热线“前台受理”和职能部门

“后台办理”还存在脱节现象。
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一头

连着政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是 政 府 与 百 姓 之 间 的“ 连 心
桥”。群众遇到大事小情，经常
会想到拨打12345求助或投诉，

足见其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分
量。因此，12345 政务热线不能
沦为简单的“传声筒”“复读
机”，而应充分发挥平台作用，
积极联手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尽
责，为民办事。否则，热线就可
能变成“凉线”。

第二句，对于群众的诉求，
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关键还在
于对接的职能部门是否给力。

12345 不仅是一条了解民
众诉求的热线，更是一把衡量
政府服务水准的标尺。若相关
职能部门的处置、办理能力跟
不上，为难的是求助的群众，受
损的是12345的公信力。国务院
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优化地
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
见》中明确要求，优化流程和资
源配置，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
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
置和办理。

第三句，处理一个当事人
不难，难的是举一反三，难的是
找准症结，难的是刀刃向内，难
的是坚决整改。

根据通报，衡水市高新区
建设局已和反映问题的业主取
得联系，将依法依规解决问题，
当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做法
值得肯定。各地也不妨检视一
下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的运作
情况，看看其办不办事、办了多
少事。服务热线接受求助与投
诉只是开端，关键还是相关职
能部门要想办事、能办事、办成
事，让 12345 真正成为便捷、高
效、规范、智慧的政务服务“总
客服”。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小河汩汩流
淌，河水清澈见底。河道两旁，老人休闲散
步，青年晨跑健身，小孩嬉戏玩乐，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画卷。

“这条小河是滏阳河的源头之一。以
前，家家户户的污水、粪便排进河里，河水
臭不可闻。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后，每
家每户产生的污水经小型化粪池初步沉
淀后，通过污水管网直接输送到镇上的污
水处理厂，家家实现旱厕变水冲厕，生活
越来越便捷、美好。”11月22日，邯郸市峰
峰矿区和村镇后连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春
旺说，昔日的污水河焕然一新，成了村里
的景观河。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突出短板。今年，省委、省政府把强
化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纳入20项民
生工程和10件民生实事，将建设覆盖1万
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突出具
备条件地区实行管网归集和终端无害化
处理。

坚持把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
理工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省
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强力推
进，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截至10月31日，
新增建设覆盖10674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无
害化处理设施，完成年度任务量的106%，
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累计完成覆盖
39062个村庄，覆盖率达到79.8%。

强化顶层设计和组织保障。印发《河

北省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三年行动
方案（2021-2023年）》和年度《农村生活污
水无害化处理工程实施方案》；成立由省
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组成的“省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工程工作专
班”，并督导各市均成立工作专班，扎实推
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建设污水治理设施和维持长效运行，
都需要资金投入。省生态环境厅积极争取
中央资金，2021年度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
金支持我省3亿多元。多次与国开行河北
分行对接，争取金融资金支持，倾斜用于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强化指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限
时整改到位。省生态环境厅积极开展技术

下基层帮扶，组织各市开展“民生工程推
进月”活动、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工
程“大走访”活动和“民生工程现场督导
月”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帮
助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推广适合
我省不同区位、不同经济条件的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案例，指导市县开展农村生活污
水无害化处理工作。

昔日污水靠蒸发，如今清水绕人家。到
2023年，我省将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为原则，坚持分类施策，加强农村生活污水
无害化处理同农村厕所改造的衔接，全省
所有村庄实现无害化处理设施全覆盖，切
实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短板，为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截至10月31日

全省10674个村建成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
完成年度任务量的106%

“您好，我是反电诈中心民警，您的
手机登录过涉嫌诈骗网站，注意不要转
账汇款，避免上当受骗。”10 月 11 日，在
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刑警大队情报中
队的办公区，刘亚斌和他的同事们都在
忙碌着。“我们这儿的民警平均每天要打
100个左右这样的电话。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已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50%以上。”刘
亚斌介绍说。

在中队办公区的一面墙上，大屏幕显
示着不同点位的场景信息，这套新上的信
息系统全部调适到位后，将更大程度助力
打击犯罪合成作战，提升破案效率。目前，
他们中队正在全力参战今年7月1日开始
的“燕赵-砺剑铸盾2021”专项行动，充分
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侦查打击模式方
法，参与合成作战，截至目前，已协助抓获
犯罪嫌疑人139人，破案171起。

2005年从警至今16年，刘亚斌始终
扎根基层，从派出所到国保大队再到刑
警大队，他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守卫着百
姓的平安，用过硬的业务能力诠释着一
名民警的责任与担当，坚持做党的路线
方针的坚定支持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
群众利益的捍卫者、打击新型犯罪的探
索者、重大要案的攻坚者。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身为一名人民
警察，为保一方平安，刘亚斌不辞辛苦甚
至不惧危险。

“反扒就是个辛苦活，只要你不怕辛
苦，就成功了一半。”刘亚斌曾作为沧州
市公安局的反扒能手介绍经验时说。

其实，不只是辛苦，有时还面临危
险。他在刑警队时曾接到排爆警情，在现
场，他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和同事用防爆
毯把爆炸物一裹就往外冲，转移到安全
地带没几分钟就爆炸了。“当时根本没多
想，这样做是我们警察的职责所在！”他
事后接受采访时说。

在苦累与危险面前他是硬汉，但面对
困难群众时，他又多了一份柔情。运河公
安分局曾侦破一起涉及面很广的金融诈
骗案，刘亚斌是这个案子的主办人，追缴
工作虽从未停歇，但一时也未能结案。这
年春节，在其他人收到祝福短信时，他却
连续收到案件受害人王某发来指责他们

办案效率的短信。刘亚斌没有严词相向，
而是主动联系王某，请他来跟班作业。接
下来的几天时间，看到刘亚斌为了这个案
子每天要接打上百个电话，顾不上吃饭，
甚至不能回家，王某很受感动，这才说出
事情的根由：钱被骗光，孩子又得了病，无
钱医治，才做出过激举动。了解了孩子病
情后，刘亚斌和爱人商量，从家里拿出钱
给王某救急。孩子完全康复后，王某录了
视频给刘亚斌，感谢他的爱心和付出。

“更好地预防和打击犯罪是对人民
群众更好的保护。”作为一名刑警，刘亚
斌与时俱进，精研信息化破案理论，让打
击犯罪的利剑更锋利。

通过对“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的
研究，刘亚斌曾发现该系统一个被忽视的
运用方法：很多犯罪嫌疑人是多地上网追
逃或在取保候审期间又被其他单位上网
追逃的，但是原办案单位并不一定知情，
而这些逃犯基本上都在原办案单位的掌
控之下，很容易抓捕。发现这一点后，他在
全国范围内一次性比对出3000多名在押
或取保的逃犯，比一个中队三十年抓的犯
罪嫌疑人都多，省公安厅推广了他的方
法，专门开展了在逃人员比对专项行动，
并将此做法常态化。

“网络信息技术需要与刑侦经验有
机结合，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刘亚斌深
有体会地说。

平台类犯罪是一种全新的犯罪方
式，涉案金额巨大，受害群众众多，犯罪
的客观证据完全依赖对交易数据的分
析，取证难度很大。沧州曾有一涉案平台
在现货行业排名前五，正计划上市，如果
拿不到过硬的证据就贸然采取强制措施
将会十分被动。刘亚斌花了两个月的时
间埋头海量信息，抽丝剥茧，最终成功破
解犯罪平台的后台数据，拿到了充足的
客观证据，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该案
共扣押犯罪嫌疑人资金8000余万元，成
功起诉犯罪嫌疑人，受到省公安厅的通
令嘉奖。

“我们正在根据软硬件的提升，不断
加强学习、实践，完善工作机制，推进侦
查方式创新，努力在打击犯罪的‘合成作
战’中发挥更大作用。”刘亚斌说。

刘亚斌：砺剑铸盾守护百姓平安
河北日报记者 张岚山

【人物档案】

刘亚斌，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

刑警大队情报中队中队长。2005年参

加公安工作，先后在派出所、国保大

队、刑警大队工作，入选“全省公安情

报专业人才库”“河北省刑侦‘信息战’

专家人才库”“全省反电诈专家人才

库”，被公安部评定为“全国刑侦情报

研判能手”。荣获个人三等功3次，被授

予“河北省特等先进工作者”，2020年

当选“全国先进工作者”。

◀刘亚斌对案件进行分析研判。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洪宝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12
月7日晚，由河北体育学院倾力打
造的河北省首部原创体育题材、冰
雪主题励志舞剧《冲破冰封》在石
家庄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首演。

《冲破冰封》由河北体育学院体
育艺术系进行创作，是该院为助力
北京冬奥会打造的“奥雪红梅”系列
精品文艺作品之一，经过为期半年
的资料搜集、论证调研、策划准备、
创编排练而成。它以我国优秀速滑
运动员的成长历程为创作素材，展
现了我国速滑运动员在冬奥赛场上
突破瓶颈，实现奖牌零的突破的艰
辛奋斗历程，舞剧的170多名演员
全部由河北体育学院学生担任。

舞剧以主人公晚年讲述的倒
叙方式进行演绎，共分四幕，第一

幕题为《梦》，主要回顾主人公儿童
时期与冰雪运动的结缘；第二幕题
为《砺》，主要讲述主人公青少年时
期在专业队训练的曲折经历；第三
幕题为《誉》，主要展现主人公克服
一系列困难，最终站上国际赛场为
国争光的拼搏和荣耀；第四幕题为

《光》，演绎了主人公晚年的幸福生
活以及对冰雪事业的热爱和追梦
的初心。整部舞剧以浓厚的艺术表
现形式，展现了一代体育人的责任
使命，传达了超越比赛胜负的体育
人文精神。

首演结束后，现场观众纷纷表
示很受激励，将以顽强拼搏、矢志
追梦的我国冰雪体育人为榜样，立
足岗位，不懈奋斗，为北京冬奥会
如期顺利举办贡献力量。

我省首部冰雪主题
励志舞剧《冲破冰封》首演

12月7日晚，由河北体育学院打造的河北省首部原创体育题材、冰雪
主题励志舞剧《冲破冰封》在石家庄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首演。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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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祝福纷至沓来，字里行间流

淌着对祖国“三农”事业的热爱，令刘岩热
泪盈眶，满心欣慰。

上好“思政第一课”，让学生
学农先爱农

“学农是不是没有前途？”“上课是不
是教种地？”“以后工作了是不是要留在田
间地头？”……每届报考的农林学子，总会
有这样的困惑和疑虑。

从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刘岩就主
动建立新生QQ班级群与学生接触，了解
学生对学校及专业的认可度，提前向学生
介绍学校及专业情况。

每届新生报到前，刘岩都会仔细翻阅
学生的档案，掌握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

“你是贾星阳吧？恭喜你成为一名光
荣的农林学子。”2018届毕业生贾星阳依
然记得，大一报到时，身材高大、满脸微笑
的辅导员刘岩第一次见他，竟能叫出他的
名字。

新生入学后，刘岩精准定制“思政第
一课”，让学生了解现代农业丰富多元的
发展前景。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可以在城市里
发展的都市农业，采用工厂化生产的植物
工厂，借助大数据技术、无人机、智能机器
人等来支持的智慧农业，其实就在我们身
边。”“广阔的乡村振兴舞台，需要新型职业
农民、创新创业带头人、农村经营管理者、
农业科技推广者等不同类型人才……”

“刘岩老师讲课风趣幽默，新生们都
爱上他的思政课，场场爆满。”贾星阳说，
通过聆听刘岩的讲授，极大地激发了他学
农的兴趣。

刘岩经常定期召集学生学习中央一
号文件和国家关于农业发展的新政策，组
织开展党课、团课、主题班会、党史学习教
育，与学生面对面谈心。他还把网络直播
和大学生新媒体生活相结合，以学生喜闻
乐见的方式开展思政教育，激励学生厚植

知农爱农情怀，勇担强农兴农使命。
由于农业专业办学要求，农林科技学

院所在的河北北方学院南校区，位于张家
口市经开区沙岭子镇二里半村，是全国为
数不多的仅具有农村办学条件的高校
之一。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刘岩的工作热
情，他初入职就主动要求到农林科技学院
工作，以宿舍为家，与学生常伴。他身上的
干劲和闯劲，影响和带动越来越多的学生
喜欢上学农，并引以为荣。”河北北方学院
农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毕艳玲表示。

改行做起半个农学教师，与
学生一起学习实践

在农林科技学院实验室的墙面上，张
贴着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图画。仔细观察后
发现，画上的图案由莜麦、胡麻、棉花、谷
子等不同类型的种子一粒粒粘合而成。

“制作一幅种子画，至少需要十几种
不同类型的种子，三四个学生合作完成也
得半个月时间。”刘岩介绍说，精心挑选的
每一粒种子，都是学生对课本知识的实
践，创作中小心翼翼地把一粒粒种子粘在
画板上，更是为了锻炼孩子们学农的耐
心、细心。

“很多同学在城市中长大，对农活儿没
有接触。”2020级学生赵飞昊说，同学们一
进试验田，才发现搞科研没有那么简单。

有学生需要的地方，就有辅导员的身
影。哲学专业出身的刘岩改行做起了半个
农学教师，带着学生下地播种、除草、施
肥、浇灌……与学生一起学习，一起实践。

“老师树立起榜样，同学们也开始奔
走于田间地头，体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
锄归’的田间生活。”赵飞昊说。

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从 2015 年
起，每年刘岩带领百余名学生组建精准扶
贫小分队，连续六年利用假期时间，深入
张家口市经开区、赤城县、阳原县、康保县
等县区的乡村，开展科技支农、支教、走访
慰问、文艺下乡和社会调查等活动，用实

干助力脱贫攻坚。
“活动经常在烈日下展开，一天下来，

整个人都晒黑了。”贾星阳说，刘老师一边
组织实践活动，还要一边跑前跑后照顾学
生，上衣经常被汗水浸透了。

小分队进入田间地头，帮助村民发现
作物种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他们推广的具有冀西北特色的谷子、马铃
薯新品种，以及河北北方学院自主知识产
权的北方系列品种，高产优质，有效带动
了群众增产增收。

“通过实践活动，我被脱贫攻坚给农
村带来的变化深深触动，也增强了学好专
业知识的责任感、使命感。毕业后，我也加
入到了脱贫攻坚一线战场。”贾星阳说。

刘岩组建的小分队由于在社会实践
活动方面表现突出，在“全国农科学子脱
贫攻坚”暑期专项社会实践中，多次被共
青团中央、全国学联通报表扬；并荣获“全
国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最具影响力小
分队”等荣誉称号。

“全国农科学子联合实践先进工作
者”“全国农科学子联合实践优秀指导教
师”“河北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教
师”……这些年，刘岩获得的各级荣誉奖
励有50多个。

助力就业创业，当好农林
学子“理想筑梦者”

打开“冰雪之都堡子里微商城”，可看
到张家口坝上的口蘑、莜面、金莲花等在
售的特色农产品。这个商城，由刘岩指导
的学生团队建成。

“微商城项目实施起来，才发现困难
重重，一度要放弃，是刘老师的鼓励，让我
们坚持了下去。”2018级学生徐浩策说。

“刘老师围绕微商城落地，从资金、技
术、货源等方面和我们一起找方法、路径，
提供指导和支持，经常研究讨论到深夜。”
徐浩策说，微商城成功上线，后来获得第
二届全国农科学子创新创业大赛华北片
区三等奖。

“在刘老师的指导下，围绕探索互联
网+农业模式，我们立足专业优势，还创立
了景浩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观赏植物
的种植培养和网络销售。”徐浩策说，刘岩
老师还提议公司拿出纯利润的 40%进行
公益活动，为学生提供“爱心奖励”早餐。

为让学生在校就能学习和掌握创业
技巧，近年来，刘岩举办“创业大讲堂”20
多期，邀请“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菊花
大王”李正孝等农业“大咖”来校宣讲，与
学生们分享农业技术、创业经验。刘岩还
围绕创业准备、创业基础、创业法律及政
策指导等内容对学生展开培训，为学生创
业提供“一条龙”服务。

作为指导老师，刘岩带领学生参加过
各类型学术知识竞赛、创新创业大赛。他
指导学生创立的特产新干线微商城、归蓁
阳台菜园有限公司、鱼腥草种植开发有限
公司等项目，在“创青春”河北省大学生创
业大赛中频频获奖。

只要有时间，刘岩就会组织“饺子
会”，邀请学生一边吃饺子，一边畅聊职业
规划。

“饺子出锅啦！赶紧坐下来。”热气弥
漫整间办公室，瞬间有了家的味道。

“老师，我想考研究生，研究种子技
术，助力打造中国种子的‘芯片’。”

“我要回老家开个家庭农场，投身乡
村振兴一线。”

“我要到边远地区，服务边疆‘三农’。”
……
伴随着饺子的美味和阵阵欢笑声，刘

岩和学生们像家人一样，其乐融融。
自2013年担任辅导员以来，刘岩陪伴

着一批批学生从校园走向祖国各地“三农”
建设的广阔舞台。他所带的 1023 名毕业
生，几乎都从事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工作。

“我会继续当好农林学子的‘理想筑
梦者’，培养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卓越农林学子，让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
奏响新时代乡村振兴之歌。”刘岩自豪
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