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临漳县南东坊镇前小庄村“旧物利用”扮靓乡村环境。
图②：4月13日，临漳县南东坊镇前小庄村保洁员在打扫村内卫生。

本组图片由河北日报通讯员王俊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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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刘喜双

以专业技能守护生命
河北日报记者 徐 华 通讯员 王 娟

选择当军嫂
就是选择了奉献

张春景

沧州市中心城区

集中开展“门前三包”整治
扮靓城市容颜

衡水市冀州区

“一居一品”服务品牌
创建活动见实效

我们身边的雷锋

刘喜双在某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
执行安保任务。 河北日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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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韩学敏、梁昕昕）日前，沧州市中心城区
集中开展“门前三包”爱国卫生运动，“四区一县”和市直70多家
单位工作人员，在本单位、各包联社区等清除各种小广告，整治

“十乱”现象，清理各种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掀起了该市爱国卫
生运动的新高潮。

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对主次干道、商业区、居民小区
等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集中整治乱堆乱摆、乱停乱放等“十乱”
现象，集中清理街道闲置杂物、废弃物，对背街小巷、城乡接合部
等重点部位进行集中清理，同时规范经营秩序，治理主次干道占
道经营、店外经营等现象。

开展机关、企事业单位环境整治活动。各机关单位、企事
业单位发动广大职工积极参与，打扫室内外卫生，清理垃圾杂
物，清除卫生死角，对“门前三包”范围内的垃圾进行捡拾，营造
清洁整齐、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建立常态化巡控、保洁
制度。

落实“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责任制。沧州市城管局对管辖
区域“门前三包、门内达标”工作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沿街
企业、商户是否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要求，是否存在乱倒垃
圾、车辆乱停、杂物乱摆等现象，对存在违反“门前三包”责任制
的单位及门店，督促其立即整改。同时，“四区一县”加大对沿
街门店检查力度，对杂物乱堆放、出店经营、占道经营、乱搭乱
建、车辆乱停放占用通道等现象，逐户上门对店主进行宣传教
育，逐户签订“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责任书。

活动期间，1300 余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清理卫生死角
1164 处，清理各类小广告、乱涂乱画 13563 处，整治乱搭乱挂
2085 处，清理各类垃圾 4703 立方米，规范“门前三包”牌子
1597处。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杨方宇、马景倩）为更好地服务辖区群
众、完善社区各项服务功能，近年来，衡水市冀州区创新思路、搭
建载体，着力健全“活”的机制、搭建“融”的平台、汇聚“合”的力
量，大力开展“一居一品”服务品牌创建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各
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品牌，以内容新、服务细、活动实、参与者
多等特点深受居民喜爱。

在“一居一品”服务品牌创建活动中，冀州区所辖 8个社区
紧扣居民期盼，挖掘自身禀赋，围绕“一居一特色、一居一项目、
一居一品牌”目标，打造符合自身特色、内容丰富、可操作性强
的社区治理品牌，以“百花齐放”的品牌建设激活城市治理“神
经末梢”。

随着“一居一品”服务品牌创建活动的深入推进，各社区不
断丰富品牌内涵、加强示范引领，打出提档升级“组合拳”。

长乐社区依托冀州图书馆长乐分馆，为居民提供共享阅读、
智慧阅读平台，并组建了“翰墨书香”书法社、“梨园霓裳”戏剧
社、“经典传送”朗读社和“悦读时光”文学社，参加居民 100 余
人，塑造了“书香长乐”品牌。

湖滨社区借助冀州区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智慧平台，将社
区居民情况以及楼栋情况等信息全部纳入平台基础数据库，将
电子地图与人口信息以及街道、社区、网格、楼栋、单元、楼层、家
庭进行直接关联，通过数据库做到“以房找人，以人找房”。同
时，将社区划分为 6个网格，网格员通过全天候巡查，为居民代
办事项，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我，一名普通的乡村党员教师；我的他，一名中国人民解放
军战士。军婚，在我看来，是一种荣耀，是对军人这个职业的理
解和支持，是对幸福的坚守和对爱的执着。

很幸运遇到他，有了我们的宝贝闺女。现在，闺女到了上小
学的年龄，不过我们一家真真正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却少之又
少。回想起当初怀孕产检，看到别的孕妇都有丈夫陪伴左右，而
他正好赶上集中训练，不能联系，我心中也感到有些酸楚。因
此，在休陪产假的日子里，他对我们倍加呵护。

分隔两地的生活，让我变成了大家眼中无所不能的“女汉
子”。侍奉父母和陪伴孩子的责任都落在了我的肩上，但我觉得
理所当然，因为我深知，选择当军嫂，就是选择了奉献。

他的事业心很强，遇到重大任务，一个月联系不上也是常
事。我总告诉自己，“我的丈夫是一名军人，他的职责是保家卫
国，我的任务就是做他坚强的后盾。”在我的默默支持下，他获得
了很多荣誉，荣立个人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军官。他常深情地对
我说：“我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我也热爱我的工作，备课、讲课……对待学生们，我一直用
爱去滋养。他总是在我有压力时开导我、鼓励我，在他的鼓励
下，我也在一点点地进步，先后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师德先进
个人。我也常对他说：“这些荣誉里，都有你对我的支持。”

爸爸不经常在身边，妈妈也不能时刻陪伴，孩子却很懂事。
我发现，无形之中，是我们影响了孩子。我感到欣慰，也有些愧
疚。吃饭时，女儿往往等爷爷、奶奶入座才动筷，有好吃的先分
享给长辈，饭后主动收拾桌椅，还知道贴心地对爸爸说：“你先工
作，之后再联系我们。爱你哟！”我加班回来，她会给我端上一杯
温水……大家都说她是我的“小棉袄”。

孩子告诉我，是爸爸教会了她勇敢去尝试，是妈妈教会了
她细心去观察，但在我看来，是她教会了我们更好地爱彼
此。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就像三股纤细的绳拧在一起，成
了一股粗绳，没有什么能把这根绳子扯断，更没有什么事情
能难倒我们。

“妈妈，长大我也要像爸爸一样，穿上帅气的军装。”
“好呀，宝贝，我们努力向爸爸看齐。”

（作者单位：任丘市梁召镇大姜村学校）

近日，在高碑店新时代应急救援队（以
下简称救援队）办公室，全省岗位学雷锋标
兵、救援队队长刘喜双正在完善开放性水
域联合演习预案。

“8字绕标、抛绳救援、落水人员应急救
捞等项目是这次演习的重点考察内容。”刘
喜双说，今年 4月底，他们将联合高碑店市
新时代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等开展演习，

他得把预案做得更加接近实战，更好地检
验和锤炼队伍应急救援能力。

作为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刘喜双不
光是将雷锋视作偶像，还结合自身专业特
长认真学习雷锋精神。在他看来，学习雷锋
就是要传承发扬爱岗敬业精神，“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用自己的专业技能
救人于危难。自救援队成立以来，他带领队
员们先后参与完成了河南水灾救援、石家
庄平山大客车侧翻救援、山西洪灾救援等
任务，凭借专业的救援能力赢得了群众的
信任和好评。

“我就是想在群众遇到危险、最需要帮
助的时候，有能力站出来并施以援手。”谈
起成立救援队的初衷，刘喜双激动地说。

原来，汶川地震发生后，他想赶赴现场
参加救援，但因缺乏专业救援技能未能成
行，这让他遗憾不已。

从那以后，刘喜双在每月到养老院慰
问老人、定期资助困难学生的同时，挤出时
间学习地震救援、山野救援、水域救援等方
面的专业知识，提升专业技能，取得了中国
地震紧急救援技术、绳索救援技术等证书。
2020年6月，刘喜双组建救援队。

两辆车、两艘冲锋舟、两台发电机、12
条救援绳索、4000个沙袋、400个浮力马甲、
400升汽油、70箱瓶装水……2021年7月20
日，河南省局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郑州市受
灾严重。当日，接到救援任务后，刘喜双仅
用2个小时就准备好充足的物资，并带领专
业的救援队伍，第一时间奔赴河南救灾。

“那天晚上的雨下得急，我们在赶路的
途中，雨刷器一度开到最大，仍然看不清
路。”刘喜双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来，因
为他们知道，早到一秒，就能让被困群众早
一秒看到希望。

次日凌晨1时许，刘喜双和队员们赶到
了河南省中牟县县城。当时，该县全域处于
停电状态，在不熟悉地形的情况下，他们在
指定的搜救区域开展“地毯式”搜救。

“当时，有个小区受灾严重，地面水
深超过两米，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
四楼。队长二话没说，率先爬到四楼将这
位老人背到二楼楼道窗口，并在其他人的
配合下，将老人顺利转移到冲锋舟上。”救
援队队员李生华说，“队长总说，我们要
以雷锋为榜样，把群众当亲人。在救灾一
线，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我们也不想被他
落得太远。”

指甲磨掉了、皮肤晒伤了……刘喜双和
队员们咬牙坚持。7天5夜，他们先后在中牟
县、新乡市、卫辉市累计救出被困群众3215
人、转移1324人，运送物资超过10吨。“我们
走的时候，河南的群众追着我们的救援车，
往车斗里扔吃的、喝的，甚至还有拖鞋。”李
生华笑着说，那一刻，感觉所有辛苦都值了。

“困难之时伸援手 真诚服务暖人心”
“一心为民 热心服务”……在救援队办公
楼内，笔者看到走廊两旁的墙壁上挂满了
受助群众送来的锦旗。

一面锦旗、一个故事，一份信任、一种
激励。除抗洪、救火等配合政府部门进行的

大型救援任务外，救援队还积极开展紧急
协寻、水域救援、山地救援等志愿服务。截
至目前，他们已经参与公益寻人 132起，找
到走失人员 43 人；开展水域救援 35 次，打
捞溺水人员23名。

由于收到的锦旗太多，有一部分锦旗
被刘喜双和队友们卷好后码放在会议室的
桌子上。笔者粗略数了一下，桌子上的锦旗
数量超过了30个。轻轻打开最上面几幅，笔
者看到，最近一次收到的锦旗上印制的时
间是今年 3 月 24 日，落款是一名姓郝的
市民。

3月23日20时许，刘喜双正在备勤，忽
然接到这位女士的求助电话，称她家 84岁
的老人当日16时从家里出去后走失。

刘喜双立即询问老人的体貌特征、离
家时的穿着等情况，仅用几分钟就制作好
了寻人启事，并在救援队的微信公众号及
个人微信朋友圈中发布。

“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接到电话时
她已外出4个小时，必须尽快找到。”刘喜双
和队员们分成5组，沿小区周边的道路不断
向外搜寻。经过 5个多小时的努力，他们终
于在距离小区20多公里的涞水县义安镇找
到还在“赶路”的老人。

然而，不是每次救援都能像这次一样
令人欣慰。因此，在刘喜双心中，防大于救。

他和队友们走进高碑店市多所中小学
校深入开展关于防溺水、防踩踏、防火灾等
方面的公益宣传教育活动；走进社区、企事
业单位普及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包
扎固定搬运技巧、消防安全知识等，累计开
展应急救援培训50多次。

河北省优秀志愿者、时代新人·河北好
人……在多年的坚持与付出下，刘喜双获
得了多项荣誉。“这些荣誉属于救援队的每
一位成员，我只是代表大伙儿去领的奖。目
前，救援队的成员已经从最初的 20多人发
展到 420多人。我们将不断提高救援能力，
更好地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刘喜双说。

平坦整洁的柏油路，白墙黛瓦的新民
居，迎风摇曳的各色绿植……走进临漳县邺
城镇显王村和南东坊镇前小庄村等村庄，美
丽的乡村画卷令人流连忘返。

而在过去，这些村庄还是另外一番光
景：土路坑洼不平，垃圾杂物胡乱堆放。村
民出行往往是“晴天一身土，雨天满腿泥”。

变化，源于机制创新。2019年，临漳县建
立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实施长效管护机
制，破解资金难、推进难、管护难，全面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近年来，临漳县被授予国家
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河北省文明县城
等荣誉称号。

如何让村庄“美起来”
——政府政策引导，群众筹

资筹劳，社会力量支持

“到了村口进不去，进了村后出不来。”
说起行路难，临漳县邺城镇显王村许多

村民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受。
过去，显王村都是土路，由于没有完善

的地下管网，一到下雨天，路上污水横流。为
了避免污水倒灌，村里各家各户垒起了高高
的门台，原本四五米宽的村路，挤到最窄处
只有一米多，群众出行十分不便。

2019 年，王巧玲担任显王村党支部书
记。自小在显王村生活的王巧玲，上任之初
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改善显王村“脏乱差”的
环境，让村民们“下雨天脚上不沾泥，刮风天
身上不沾土”。

恰逢当年 3月，临漳县打响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攻坚战，大力推进全域农村人居环
境提升。

“趁着好东风，说干咱就干！”王巧玲马
上召集村“两委”干部商量村容村貌改善工
作如何开展。大家一致认为，铺管网、修道
路，是改善村容村貌的头一桩事儿。

想修路，先得拆掉村里各家各户的门
台，但刚开始拆的时候并不顺利。

“大家对路难行有意见，但拆门台时又
都互相观望。”王巧玲说，当时村“两委”干部
带头拆除自家门台，再挨家挨户做群众思想
工作，“一把尺子量到底”，渐渐地，“要我拆”
转化为“我要拆”，村里所有门台顺利拆除。

修路时，王巧玲又犯了难。显王村是个
典型的农业村，村里祖祖辈辈都靠土地过
活，村里没啥钱，咋办？

“村民是环境整治的直接受益人。改善人
居环境，还得发动大家伙儿一起干。”王巧玲
介绍，当时，县财政对主路和小巷硬化，分别
按每平方米30元、20元标准奖补；村里发动
村民集资筹款，300元、500元、1000元，根据
各家情况自愿捐；村“两委”干部还联系了在
外经商的村里能人捐款，通过“政府投一点，
群众集一点，能人捐一点”，解决了资金难题。

“铺路时，家家户户都出人，铺到谁家谁
帮忙。”回忆起当时群众积极参与、热火朝天
的劳动景象，王巧玲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
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村内所有道
路的改造硬化。

当年，临漳县通过“政府政策引导、群众
筹资筹劳、社会力量支持”多元化投入保障
机制，整合相关部门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项目资金近3亿元。各乡镇、村采
取“群众自捐、集体补贴”“发放义务工票”等
方式筹资筹劳，全县群众义务投工投劳 120
多万人次，撬动社会投资8亿多元。

如何让村庄“长久美”
——发动村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

“老刘，你家门口堆放的玉米该收了，要
不然影响过路，来往看着也不好看。”

4 月 7 日一早，正在巡查的南东坊镇前
小庄村治安服务员陈文仲提醒村民把家门
口的杂物清理干净。

为了确保自己负责的区域卫生无死角，陈
文仲每天有空就骑着自行车在片区巡查，发现
卫生问题后，及时提醒村民和保洁员处理。

前些年，建排水沟、修环村路、建文化
广场、修公共走廊……前小庄村实施了一
系列村容村貌改造提升工程。

村里环境好了，大家心气也高了。前小
庄村又向着新目标进发——打造和美乡村，
全面提升人居环境。2019年，该村自购树苗，
种植两万余棵绿植美化村内大小街道，打造
大小景点 11处，营造“村在林中、院在绿中、

人在景中”的绿色生态圈。2019年，前小庄村
获评省级森林乡村称号，2021 年，荣获省级
美丽乡村精品村称号。

环境建设好了，如何让好环境保持住，让
村容村貌由“一时美”变为“长久美”，成了该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弘的心头大事。

为了巩固“美丽成果”，前小庄村推行常
态化管理，将全村按照村小组划分为 6个片
区，由6名村民担任保洁员、3名村里德高望
重的老党员担任治安服务员，负责管理片区
环境卫生，形成了环境卫生有人抓、有人管
的运行模式。

村里还多次召开党员、群众代表会议，
围绕“村里环境如何管理、村里产业如何发
展”说想法、提建议。“大家拧成一股绳，就
没有办不成的事。”张弘说，在村“两委”干
部、老党员、乡贤带领下，村民们都加入到
村庄美化提升行动中来。

如今，每逢星期六，就是全村“大扫除”
的日子。早上，“大喇叭”一响，村民纷纷出
来，清理门前垃圾杂物、清扫门口街道卫生、
管护门口的绿植。

从“干净”到“风景”，临漳县和美乡村建
设不断升级。该县通过县乡财政补助、村集
体补贴、农户适量付费相结合的模式保障管
护经费，实现农村环境卫生市场化、长效化
治理。对道路、林地、河道等区域的环境卫
生，明确由交通、自然资源和规划、水利等部
门分别负责，构建了责任分明、协调联动的
无缝隙监管责任体系。

去年以来，全县累计清理垃圾杂物15万
吨、坑塘 265个、农业生产废弃物 2.6万立方
米、家庭院落7.5万户，建设游园、菜园、果园
180余处，休闲广场、公共停车场330余处。

乡村人居环境“硬件”提升了，也要写好
群众文明素养提升“软文章”。

采访中，有一个故事让记者印象深刻。
临漳县狄邱乡西申村曾有位村民边走路边
嗑瓜子，瓜子皮扔了一路。村环境卫生志愿
者循着瓜子皮找到这位村民，和他一起把沿
路的瓜子皮清理干净。这事对该村村民触动
很大，打那之后，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把冰
糕纸、果皮等扔到垃圾箱。

为保护好村庄绿化成果，狄邱乡西申
村制定了育林护林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
村规民约，村“两委”干部也通过多种形式
积极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村民保护环
境意识不断增强。该村荣获了省级和国家
级“森林乡村”荣誉称号。

作为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县，临漳县将乡村治理与创建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相结合，指导各村把落实门前“三
包”、禁止随意倾倒垃圾等写入村规民约，引
导村民摒弃乱扔乱倒、乱堆乱放的陈规陋
习。发挥县级文明实践中心、乡镇文明实践
所、村级文明实践站作用，开展文明村镇、美
丽庭院等评选表彰，推动乡村文明提升与环
境整治互促互进。

编者按 今年4月是第35个爱国卫生月，
活动主题为“宜居靓家园 健康新生活”。完
善环境卫生长效动态管理机制，是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身边
的环境卫生面貌》，聚焦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环境卫生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对村庄、背街
小巷、公共厕所等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的故事，
反映各地在完善环境卫生方面的“绣花”功夫
和机制创新，弘扬爱国卫生运动新风尚。

临漳县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整治人居“小环境” 绘就生活“新图景”
——身边的环境卫生面貌①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吕若汐 刘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