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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创新机制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和群众满意度

让志愿服务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河北日报记者 刘剑英 通讯员 杨溪

磁县“菜单式”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邯郸交巡警开展公路交通
安全“春季守护行动”

邯郸在全省率先实现“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全覆盖

修一条公路，添一道风景，兴一批产业

武 安 所 有 村 实 现
村级事务“扫码可见”

502个村全部建成村级事务公开平台

丛台区打造“一纵一横”
文 化 旅 游 精 品 线 路

第60个学雷锋纪念日前夕，邯郸市文
明办组织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医疗志愿
服务队、华夏心理志愿服务队、邯郸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等10支志愿服务队走进复兴区
齐村，开展健康义诊、心理疏导、关爱空巢
老人、应急救援培训等志愿服务。

近年来，邯郸市积极推动志愿服务精
准化、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涌现出王姝莲
等 3 个全国最美志愿者，2021 年度入选全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数量居全
省第一、全国地级市第一，城市乡村志愿服
务蔚然成风。

群众需求在哪里，志愿服务
就延伸到哪里

“通过‘文明临漳’热线电话点了理
论学习和农技服务的单，两天后理论宣讲
和农技培训志愿者就来到了俺们村！”3
月 5 日，说起半个月前志愿服务“点单”
的体验，临漳县西申村干部杜艮廷竖起大
拇指。

群众需求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延伸到
哪里。邯郸各县（市、区）全部建立智能化网
络服务平台和志愿服务“群众点单—文明
实践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满意度评
单”运行机制，逐级明确“四单”运行管
理员，推动志愿服务与群众需求精准对
接，提高供需匹配度和群众满意度。

“叔叔、阿姨，请排好队，咱们按照发放
的号码依次进行检查。”3月3日一大早，丛
台区柳颐社区党群综合服务中心门口排起
长队，一场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正在进行。

“社区 60 周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体检，
检查项目包括心电图、血常规等十几项，这
项活动特别受老人欢迎。”柳颐社区党支部
书记耿志敏介绍，社区有近700名志愿者，
依据志愿者专长，他们组建了医疗健康、文
艺演出、红色物业等 10 多支志愿服务队，
让志愿服务更有针对性。同样是健康义诊，
社区党支部结合志愿服务组织特点，明确
每周二是“护牙日”，每周四是“爱眼日”，把
精细化志愿服务送到居民心坎上。

既要提升志愿服务供需匹配度，也要
增强志愿者专业服务能力。

大名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主阵
地，结合非遗文化草编艺术基地、文明礼仪
基地等 8 个培训基地，吸纳不同领域专业
人才，组建文明诚信、法律普及等 12 支 60
多人的志愿服务培训师资队伍。去年开展
培训8期。

把强化培训作为志愿服务提质增效的
重要措施，邯郸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扩大培训覆盖面。去年以来，累计开展卫生
防疫知识、心理健康辅导等线上线下培训
10 场，培训人员 80 余万人次，提升了志愿
服务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先进典型示范带动，引领
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

“今天咱们多走访几家店铺，宣传市里
前不久出台的25条优化营商环境措施。”3
月2日9时许，邯郸市复兴区铁路大院社区

“银发志愿服务队”负责人韩凤花，同队员
们商议当天的志愿服务内容。

这是一支平均年龄超 60 周岁的志愿
者队伍。“志愿服务没有节假日，只要群众
有需要，我一定会及时来到群众身边。”老
党员韩凤花曾担任铁路大院社区党总支书
记，退休后，她组建了以老党员为骨干力量
的“银发志愿服务队”，重点开展政策宣传、
化解居民矛盾纠纷等志愿服务。如今，这支
由 186 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已成为社区
共建共治的重要力量。

开展志愿服务，离不开党员的引领带
动。邯郸结合“双争”活动，打造“社区党
建+志愿服务”平台，通过“初心课堂”“红
色物业”等特色工作，发挥社区党员志愿
者示范引领作用，由社区工作人员、楼组

长、社区党员组成法律宣传员、文明倡导
员、卫生监督员等社区志愿服务工作队，
及时了解居民需求，排查化解社区隐患。
去年以来，党员志愿者帮扶居民 19.3万余
人次。

近年来，邯郸聚焦文明城市创建、疫情
防控等工作，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去年疫
情封控期间，该市近4000名市直机关党员
志愿者到基层社区报到，参与运送防疫和
生活物资、维护核酸采集现场秩序等志愿
服务。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我希望用实际
行动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复兴区百
家街道六一社区居民王亮双腿残疾，去年
疫情期间，他用一件志愿者红马甲和一辆
电动小三轮，温暖了一座城市。

哪个核酸采集点缺棉签，哪位工作人
员需要送餐，哪家老人需要送药……一个
电话，一声招呼，王亮便开着小三轮在社区
里忙起来，一天下来，跑 20 多公里。2022
年，王亮被评为最美邯郸人、河北好人、感
动河北年度人物，并荣登中国好人榜。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好榜样。”社区居
民翟爱丽说，在王亮的影响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居民加入志愿者队伍。丰富的志愿服
务还促进了邻里和睦，让社区成为温馨和
谐的大家园。

于细微之处点亮道德之光，用凡人善
举托起文明新高度。近年来，邯郸市委宣传
部围绕疫情防控、文明创建、新时代文明实
践等工作，推选志愿服务先进典型，2022
年表彰市级优秀志愿者 500 名、优秀志愿
服务组织 200 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200
个、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站点）100个，带动
更多人投身志愿服务。

强阵地塑品牌，让志愿服务
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毛巾28分、酱油30分……3月2日，笔
者在邯山区渚河路街道农林二社区爱心超
市看到，货架上每件物品都贴有积分兑换
标签。

“这是我们推行的志愿服务新模式，申
请加入‘志愿者银行’后，志愿者可获得一
张爱心积分卡。每参加一次志愿服务，会得
到相应积分，凭积分可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或所需志愿服务。”渚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侯丽红表示，“志愿者银行”就是为了让志
愿者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鼓励更多人
加入志愿者队伍。

“今天存时间，明天换服务。”去年5
月，邯郸探索建立以党建为引领、以党员
志愿者为主体、以爱心企业为支撑的“志
愿者银行”志愿服务新模式，鼓励和带动
群众、企业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进一步壮
大志愿者队伍，促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
态化。

志愿服务有阵地，邯郸依托县 （市、
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 （镇、街
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 （社区） 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按照“1533”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要求，即“设立1个文明实践
日，深化‘微爱实践’志愿帮扶、‘欢乐
城乡’文化惠民等 5 项活动，建好中心
户、互助组、服务队3支队伍，融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等3大平台”系统化实践
路径，构建“集中+个性”志愿服务体
系，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做到“月月有主题，天天有实践”，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让志愿服务融入日常、化作经常，邯郸
还在打造志愿服务品牌上重点发力。近年
来，该市打造了“惠民实践团”“文明实践
日”等志愿服务品牌，常年开展理论宣讲、
关爱困难群体、生态环境保护等志愿服务
活动。2022年，各品牌志愿服务组织开展
活动2000余场次，参与志愿者1.6万余名，
直接服务群众200余万人次。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楠）从3月3日召
开的邯郸市交通运输局重点工作调度推进
会上获悉，截至2022年底，该市农村公路通
车总里程17589公里，“四好农村路”省级示
范县20个，总量居全省第一，在全省率先实
现省级示范县全域覆盖。涉县、邱县、武安
市、广平县先后被评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
范县，成安县、馆陶县入选“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创建单位。

农村公路一头连着农村群众，一头连着

致富希望，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等方面发挥先行保障作用。2022年，
邯郸建设提升农村公路 1337 公里，占年度
目标任务的111%；完成投资35.1亿元，占年
度目标任务的 150%；完成危桥改造 39 座、
村道安防工程 256.7公里，均超额完成年度
任务目标。

实行市县乡村四级路长制。建立由市
政府主要领导任市级总路长、市政府主管
领导任副总路长，覆盖全市农村公路的市
县乡村四级路长责任体系，及时协调“四好
农村路”建设工作中的机制、资金、土地等
问题。目前，全市共有各级路长 4874 名，县
乡村道路全部设置路长制信息公示牌。同
时，出台《邯郸市农村公路管理办法》,明确
规划、建设、养护、管理和考核 5 项内容，界

定市县乡三级职责，坚持一路一档、一桥一
档，实现农村公路有人管理、有章可循、有
法可依。

探索“农村公路+”建设模式。深入推动
农村公路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特色资源
等产业融合发展，在规划和修建农村公路
时，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公路+乡村振兴、公
路+绿色产业、公路+文化旅游等建设模式，
实现修一条公路，添一道风景，兴一批产业，
富一方人民。涉县太行红河谷风景大道路段
全长175公里，充分结合当地文旅资源丰富
的特点，将9大景区及众多中小景区景点串
珠成链，提升全域旅游发展水平。

创新开发和使用农村公路管理信息平
台。在“四好农村路”建设阶段，市交通运输
部门开发并运行智慧公路App管理平台，推

行“线上管理+线下巡查”模式，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手段，协同推进农
村公路建设、养护、应急处置、路域环境整治
等工作，形成覆盖全市的精细化管理机制。

推广先进经验。市交通运输局推广鸡泽
县快速规范推进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广平县

“农村公路市场化管养”等经验做法；推广魏
县、成安县、鸡泽县等 6 个县引入市场化机
制，实施管养分离，实现政府监管、企业养
护、社会监督的农村公路养护新模式；将乡
镇农村公路管理所全部转为路长制办公室，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路管理人员少、管理难
等问题。

客货邮一体融合发展。依托密集的农村
公路路网，涉县、肥乡等县区不断探索公路
运营机制，发挥农村公路最大效益。2022
年，涉县整合公交南站、涉林线路公交车和
涉县邮政、万家乐超市等优势资源，在公交
北站建立快递物流分拣中心，逐步形成以综
合客运站为枢纽、镇级驿站为中转站、沿线
候车亭为集散点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体系。
另外，先行开通物流配送“客货同网运输”试
点，并迅速推向全县，预计2023年将覆盖全
县17个乡镇、90%以上的行政村。

2022 年，建设提升农村公路

1337 公里，完成投资 35.1 亿

元，完成危桥改造39座、村道安

防工程256.7公里

河北日报讯（记者白增安 通讯员崔岩）日前，在磁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内，30多位党员和群众代表认真聆听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宣讲内容是根据大家“点单”确定的。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开展以来，磁县依托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和乡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打造 280处理论宣讲室，
组建专家宣讲团等7个宣讲团，推出“菜单式”宣讲服务，提升宣讲
针对性、实效性。

“菜单式”宣讲注重聚焦不同行业、领域的群众的理论学习需
求，找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受众生产生活的结合点，通过田间课
堂、企业讲堂、送学上门等方式，结合线上平台，扩大宣讲覆盖面。
截至目前，已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800余场。

河北日报讯（记者白增安 通讯员靳晓峰）今年以来，武安市
以打造邯郸市村级事务公开平台建设试点县为契机，推进村级事
务公开平台规范化建设。截至目前，全市502个村全部建成村级事
务公开平台。

该市建立村级事务公开平台三级网格体系，市级层面为一级
网格，由市委组织部主管副部长任网格长，市供销社、农业农村、民
政等部门主管副职任网格员，负责全市培训和平台构建；乡镇层面
为二级网格，由乡镇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任网格长，分管村务、财
务乡镇副职为网格员，负责村级培训，指导村级录入；村级层面为
三级网格，村党组织书记任网格长，村“两委”成员任网格员，负责
平台内容录入。

市委组织部成立督导组，不定期到乡（镇）、村实地督导，并把村
级事务平台建设作为乡镇党委年度考核内容。各乡镇及时将公开平
台二维码张贴到村里醒目位置，村民扫二维码就能实时查看本村各
项事务。目前，该市502个村均实现党务、村务、财务“扫码可见”，各
项事务公开透明，提升了群众满意度，促进了干群关系和谐。

河北日报讯（记者白增安 通讯员宋会娱）今年以来，丛台区
依托学步桥、回车巷、吕仙祠等文化资源，着力打造“一纵一横”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一纵”，以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古丛台、学步桥、插箭岭等为
重点，“一横”以吕翁祠、吕仙祠、古石龙、赵王陵、紫山等为重点，深
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快文旅项目提档升级。

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南起城南街，北至人民路，总长 540米，
又称串城街、邯郸道。近年来，丛台区按照古建为形、文化为魂、旅
游为龙头、商业为主体的思路，在保留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原有

“两口八巷”空间格局基础上，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融入“吃、住、
商、创、展”要素，提升品质和内涵，先后被评为河北省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 通讯员苗文金）3月1日，邯郸市公安
局交巡警支队启动为期3个月的公路交通安全“春季守护行动”，
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在行动期间，交巡警部门将深入梳理辖区重点车辆交通出行、交
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规律特点，科学安排、动态调整路面勤务部署。突
出执法管控重点，特别是强化日常“一早一晚”、周末时段及节假日巡
逻检查，紧盯“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车辆，加强突出违法行为治理。

开展源头风险隐患治理。排查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隐患点
段，排查治理景区周边道路特别是大客车通行较多路段的风险隐
患，加强学校周边道路和校车交通安全管理。

加强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紧盯春耕时期集中务农务工出行风
险，依托信息化手段对重点车辆、重点违法行为精准查缉。加强赶
集、庙会等源头信息摸排和提示提醒劝导，严防出现违规占用公路
现象。

防范道路客货运输风险。强化货运车辆安全监管，深化轻型货
车“大吨小标”治理和货车超限超载治理，严格落实“一超联惩”措
施。压实客运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客运企业严格落实安全
管理措施。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霍飞飞）初春时节，在邱县盛水湾现代农
业园区智能玫瑰种植大棚里，各色玫瑰竞相绽放，几位花农正忙着
除草、剪枝。

“在家门口上班，活儿不累，一天能挣80元。”邱县香城固镇西
石彦固村村民安迎星熟练地剪着玫瑰花枝。据了解，像她这样来自
附近村庄的花农，这个园区共有80多人。

“花农们承担了园区一半的工作，其他工作主要靠机器来完
成。”园区技术经理石冠生指着一台嗡嗡作响的机器介绍，大棚采
用水肥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水经过机器过滤后，按比例加上营养
液，再通过管道输往每一株玫瑰。

邱县针对当地土壤多沙质成分的特点，在县城东部新马头镇
和香城固镇交界处，规划建设了以苗木、花卉、果蔬种植为主的盛
水湾现代农业园区。2020年，园区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玫瑰鲜切花
种植项目，建成智能联动温室大棚12座，种植玫瑰70多种，种植面
积5万余平方米，年产玫瑰鲜切花1000万枝，产值达2000万元。

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邱县从 2022年开始，相继扶持
南辛店乡、古城营镇等 4 个乡镇的 10 多个村，发展玫瑰种植大棚
32个，带动就业100余人。

邱县发展玫瑰种植
大棚助力农民增收

上图：3月4日，涉县医院志愿者在该县人民剧院广场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河北日报通讯员 路海东摄

中图：近日，国网邱县供电公司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田间地头，开展春灌用电服
务和安全用电常识宣传活动。 河北日报通讯员 孙海峰摄

下图：近日，魏县税务局红翔志愿服务队到该县红湖老年养护院开展志愿
服务。 河北日报通讯员 赵贵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