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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建 文明花开

  图书角、健身室、文化活动室……走进永

靖县刘家峡镇新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老人们

惬意地享受休闲时光。

  新西社区所辖1 9 个小区，常住人口2万余

人，是永靖县城人口规模最大的社区。如何服

务好社区居民，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是创城的必答题。

  新西社区居委会主任肖玉介绍，除了为老

人提供健康义诊、打扫卫生、剪头发等志愿服

务，还在寒暑假期间招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免费为少儿提供作业辅导，开设知识科普、手

工折纸、音乐、心理健康、安全教育等课程，让

辖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多姿多彩的假期。

  创建文明城市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

全体市民的“大合唱”。

  孔红红是新西社区广厦庭苑小区的一名网

格员，在她看来，尽一己之力为左邻右舍办实

事，就是对创城最大的贡献。

  5月14日下午，孔红红接到社区热心群众的

求助电话，称小区里一名80岁的老人找不到回

家的路。

  “喂，你们家里有老人走失吗？”孔红红根

据老人模糊的记忆，一个个打电话询问居民。

同时，把老人的照片发在小区微信群，发动更

多群众帮助老人寻亲。其间，孔红红陪伴老人2

个小时，直至亲属寻来。

  永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焦春辉说：“创建

文明城市，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我们

搭好文明实践舞台，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其中。”

  “说说创建文明城，我是创建宣传员，市民

朋友听我言……”永靖县创作快板《创建文明

永靖城》，瑞景家苑小区居民仲全霞和社区老

年人艺术团多次到各小区演出，向市民宣传文

明行为规范。

  “刚搬来小区时，院子卫生脏乱差，大家爱

护环境的意识也不强。”仲全霞说，这几年，永

靖创城的事家喻户晓，大家把小区当作自己的

家一样爱护，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少了。

  与此同时，一支支乐于奉献的志愿服务团

队也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扶危助困、

传播雷锋精神，为文明添彩，为幸福增色。数据

显示，永靖县注册志愿者3 . 3 万人，占全县总人

口的16%。

  “永靖人民爱永靖，携手共建文明城；政通

人和气象新，幸福花开永靖城……”经过8年的

创 城 实 践 ，快 板 里 的 文 明 图 景 如 今 已 变 为

现实。

精细治理 温暖民心

  漫步永靖县城街头，鲜见流动摊贩，他们

去哪了？

  记者在临时便民市场找到了答案。

  在刘家峡镇丽水临时瓜果蔬菜市场，一顶

顶红色帐篷下，各种蔬菜水果整齐摆放，前来

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

  “老尤，蔬菜叶和水果残渣别乱扔，可不能

给我们美丽的家园建设拖后腿。”王生龙笑着

叮嘱摊主尤明福。

  王生龙是永靖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

的工作人员，也是该市场的管理者。每天一大

早，他都会在摊贩出摊前来到市场，引导大家

有序经营。

  这个临时市场搭建了60顶帐篷，最多能容

纳1 2 0 户摊贩经营。“我们科学设置摊位，一半

摊位向常驻摊贩提供，一半摊位供‘自产自销’

的流动摊贩使用，不收取场地占用费。”王生龙

说，市场严禁喇叭叫卖，合理规定经营时间，便

民不扰民。

  永靖县城附近的太极镇盛产瓜果蔬菜。过

去一到收获季，大量的瓜农果农在小区门口、

马路边占道摆摊，既破坏卫生，又影响交通。

  “以前，城管会对占道经营的摊主进行劝

离，但摊主和我们打‘ 游击战’，问题一直悬而

未决。”永靖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杨生峡说，城市文明建设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

了新要求——— 管理理念由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

转 变 ，让 城 市 治 理 更 有 温 度 ，这 让 我 们 深 受

启发。

  据介绍，设立临时瓜果蔬菜市场之前，城

管工作人员经过深入走访调研发现，城区农贸

市场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市民和摊贩需求。为

此，城管部门设立了丽水等4个临时便民市场，

构建起了城市“便民生活圈”。

  丽水临时瓜果蔬菜市场的摊贩尤明福是太

极镇上古村人，种了一亩多的蔬菜和水果。以

前，他总骑着三轮车到处摆摊，风吹日晒不说，

还要躲着城管。

  “以前车开到哪儿就在哪儿卖，现在摊位

固定、整洁，人气也旺，收入也比以前高了。”尤

明福脸上挂满笑容。

  城市文明建设中，永靖把群众满意度作为

重要评价标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提升精细

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家园蝶变 向美而行

  初夏的阳光照进金发花苑小区，78岁的居

民邵继莲在凉亭里和邻居拉家常。

  “我们小区改造后，和改造前简直是天壤

之别，现在一点儿看不出来是老旧小区，住着

舒心多了。”邵继莲说。

  黄河路社区党委书记刘芬芬介绍：“2 0 0 3

年，金发花苑小区建成交付使用。后来因为物

业管理不善，与业主产生纠纷而退出，导致几

年没有物业进驻提供服务，小区路面破损、停

车无序、垃圾堆放、楼顶漏水、污水管网堵塞等

现象突出。”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居民家门口的“关键小

事”，更是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永靖县政府、县住

建局、社区等工作人员经过走访、摸底、排查 ，

了解群众诉求后，把金发花苑小区纳入老旧小

区整治范围。由此，金发花苑小区迎来了新生。

  永 靖 县 住 建 局 副 高 级 工 程 师 王 世 栋 说：

“我们用足用活老旧小区改造政策，通过对小

区实施墙体保温、管线改造、平整路面、粉刷墙

体、拆 除 违 建 等 方 式 ，改 善 老 旧 小 区 生 活 环

境。”

  针对金发花苑小区物业缺位的问题，黄河

路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入户，广泛征求小区居民

意见，最终协调永靖县旭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进驻。

  “小区改造后，路面铺了水泥并安装了路

灯，楼道也粉刷一新，楼顶重新做了防水，变化

太 大 了。”邵 继 莲 说 ，小 区 从 里 到 外 ，旧 貌 换

新颜。

  据了解，目前永靖县已完成124个老旧小区

改造，10936户群众“幸福升级”。

  创 建 文 明 城 市 ，就 是 为 群 众 创 造 美 好 生

活。永 靖 县 深 入 开 展“干 部 进 小 区、为 民 解 难

事”专项行动，集中摸排解决便民服务、社区服

务、民生实事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 3 5 4 个，赢

得居民“点赞”。

  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

新起点。永靖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我们将

持续巩固城市文明建设成果，努力建设崇德向

善、文 化 厚 重、和 谐 宜 居、人 民 满 意 的 文 明 城

市，让群众共建精神家园、共树文明风尚、共享

发展成果。”

（据《甘肃日报》)

  “我也是文明城市创建者之一。”“老

小 区 变‘ 年 轻 ’，生 活 环 境 更 舒 心

了。”……

  在文明新风的浸润下，黄河之滨小

城 永 靖 ，群 众 的 幸 福 感 和 获 得 感 节 节

攀升。

  “我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围绕增进

民生福祉来进行，充分激发市民参与热

情，发动社会各方力量，用城市文明建设

成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永靖县

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从2 0 1 8 年创城开始，永靖县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今朝终于圆梦。5月2 3日，

永靖县成功入选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

  近日，记者深入永靖街头巷尾，探寻

创城“密码”。

文文 明明 创创 建建 绘绘 就就 幸幸 福福 底底 色色
— —— 永 靖 县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见 闻

黄河岸边美丽的永靖县城。永靖县委宣传部供图

  地处陇中黄土高原的陇西是黄芪生

长 的“黄 金 地 带”，被 誉 为“中 国 黄 芪 之

乡”。这里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富含

矿物质的黄绵土 ，为黄芪生长提供了理

想环境。

  如何让这棵“小金苗”长得更好？干

旱 少 雨 的 山 地 何 以 变 为 高 效 药 田 ？ 日

前 ，记者在陇西县首阳镇万亩中药材绿

色标准化种植暨省级抓点示范基地寻找

解答。

  沿着陇西县首阳镇王家磨村的山路

蜿蜒而上，只见层层叠叠的梯田地里，经

过精心移栽的黄芪挺立身姿，茁壮生长。

  从之前的“靠天喝水”，到现在的“渴

了就喝”，黄芪生长不再“一水难求”。

  这得益于该基地根据山势高低 ，分

区铺设的滴灌和喷灌 ，实现了引水上山

和精准化灌溉 ，当前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1000亩。

  “这个是地面喷灌，每个位置都能喷

到。”甘肃力速达农林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白腾荣介绍 ，引水上山工程

在铺设管道时通过合理布局 ，保证每块

地面都能喷洒到位。

  白 腾 荣 笑 着 说：“ 效 果 已 经 初 步 达

到，村民反馈都很好。通过喷洒，基地土

壤湿度就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陇西县首阳镇万亩中药材绿色标准

化种植暨省级抓点示范基地以“自然禀

赋+创新管理+技术赋能”为核心竞争力，

总 规 划 面 积 一 万 亩 ，标 准 化 种 植 面 积

96 0 0亩，辐射带动周边11村24 7 3户，其中

黄芪核心示范区面积3600亩。

  今年43岁的禄万斌是首阳镇王家磨

村人，近15年他在北京先后从事IT、互联

网、金融投资等行业。 2 0 2 1年，他看中家

乡的发展前景 ，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

作 ，回到家乡种植道地黄芪。他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 ，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大

展身手。

  “今年我种了70亩，其中20亩是黄芪

苗 ，5 0 亩移栽了黄芪。基地享有项目补

贴，每亩补助2000元，大概能节约成本1.5

万元。”禄万斌说，引水上山项目让药材

得到科学灌溉 ，相信今年药材产量肯定

有所提升。

  陇西县首阳镇万亩中药材绿色标准

化种植暨省级抓点示范基地以绿色标准

化生产体系为核心，依托“良种供应+种

苗补贴+技术集成+基地示范”的全链赋

能模式，面向农户搭建起看得见、学得懂

的田间课堂和实训基地。

  同时 ，通过推广节水灌溉和绿色病

虫害防控技术 ，传递绿色农业理念。联

动当地药企延伸产业链 ，提升产业附加

值，吸引投资，助力中药材产业发展。

  陇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张

彦军介绍 ，我们联合多家科研和技术协

作单位，建立了20 0亩科研成果转化示范

园，从良种、良技、良机等方面进行了试

验示范推广。

  优质种子种苗应用、提质增效栽培

模式应用、有机肥配施无机肥和微生物

肥料、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作业……

5 大类2 6 项试验在该基地的示范园正在

进行。

  “通过科技赋能，依托高标准梯田引

水上山工程 ，不仅可以推广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实现精准灌溉加水肥一体化，还

能减轻新修高标准梯田土壤板结和水肥

流失，提高药材有效含量，提升中药材抗

旱能力和综合产能。”张彦军说。

（据《甘肃日报》)

  “多亏了综治中心同志的调解，我现在可

以修新房了。”近日，康乐县康丰乡村民马某

雄高兴地说。

  此前，马某雄因宅基地纠纷，修建房屋受

阻，到康乐县综治中心寻求帮助。经过县综治

中心组织县自然资源局等多部门调解，问题

得到圆满解决。

  近年来，康乐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 验”，将 综 治 中 心 打 造 成 矛 盾 纠 纷“ 集 散

地”、多元解纷“桥头堡”、社会治理的“晴 雨

表”，“一站式”解决群众利益诉求，夯实主动

创稳底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2 0 2 4年8月12日，康乐县鸣鹿乡竹子沟景

区发生一起意外摔伤事故：游客王某在竹子

沟景区内骑马时，马突然失控导致王某摔落

受伤，双方就后续治疗费用产生矛盾。

  康乐县“民情110”中心接到警情后，及时

将该案件推送至乡镇综治中心。综治中心工

作人员了解详细情况后，立即与县文旅局、辖

区派出所联系，组织相关人员联合调处。在调

解员的多次努力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矛

盾纠纷得以及时化解。

  2 0 2 4年8月20日，莲麓镇枉子沟村的靳某

放牧时发现山坡上的10 0只羊少了16只，急忙

拨打1 1 0 报警。经过1 0余天的努力，警方在水

管站闲置房屋内发现已全部死亡的16只羊。

  经调查，因天气酷热，羊群在喝完水后便

到水管站闲置房屋内避暑，房门因空气阻力

自动关闭，导致羊群全部被困死在室内。靳某

认为过错在水务部门，要求水保站承担其所

有损失，并到相关部门进行投诉和信访。

  县综治中心接到情况反映后，立即启动

“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的多部门矛盾纠纷联

调工作机制，协调相关部门参加调处。经过近3个小时的现场调

解，最终促使双方握手言和。

  近年来，康乐县不断强化综治中心实战化作用，建立“综治中

心统筹、事权部门为主、相关单位辅助”的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对

各级网格排查、现场受理、相关部门反馈的重大、疑难、复杂、紧

急矛盾纠纷，由县综治中心向相关单位发送联调通知，统筹行业

主管部门、政法单位、律师、金牌调解员、心理干预机构等组成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智囊团联动调解，实现矛盾纠纷在综治中心化

解。                   （据《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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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日 干 旱 山 地  今 朝 优 质 药 田

  2025年5月27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畜

牧产业园饲草基地，数台大型饲草收割机、自

走式粉碎机、运输车等往来穿梭，采收成熟的

头茬紫花苜蓿，场面蔚为壮观。

(成林 摄/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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