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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疫情防控科普知识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1941年，崔尔庄据点的日伪军仗
着人多枪好，岗哨在白天警惕性不高，
区小队侦查后决定派人去夺枪……”坐
在客车上听到家乡的红色故事，乘客们
仿佛穿越回那段烽火岁月，被英雄们不
屈的战斗意志深深打动。

去年 3月起，沧县组织县境域内 12
条客运班线的83名司机和乘务人员成立
党史教育宣讲队，以客车为载体建设流
动的红色宣讲阵地，开启“车轮上的微
党课”，辐射沧县 19个乡镇 510个行政
村。“我们每个月请专业人员录制 10个
党史小故事，定期将这些故事拷贝到U
盘，发放至客车司机手中。司机们在乘
客候车、乘车时播放党史故事，发放党
史知识‘口袋书’，让乘客在旅途中追
寻红色记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沧

县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沧县着力

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上用真功，在深化“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上用真劲，启动

“车轮上的微党课”“百名党史宣讲志愿
者入百村”活动，加强沧县 8912345民
生热线服务中心建设，持续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百名党史宣讲志愿者入百村”活
动中，100名党史宣讲志愿者组建“百
人宣讲团”，分赴红色基地、乡村学
校、田间地头开展宣讲活动。一处处红
色基地，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现场课
堂。在大官厅乡北白塔惨案纪念地，当
地的党史宣传志愿者给小学生讲授那段
抗战历史；在捷地炮楼，党史宣传志愿

者结合炮楼的由来，讲述着共产党带领
当地百姓进行抗日的历史；一处处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也成了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基地，党史宣讲志愿者在晚上
为村里老百姓播放“红色影片”，利用周
末组织学生们来场党史读书会，通过集
中学习讨论，共同学党史悟思想……

与此同时，沧县 8912345民生热线
服务中心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贯
穿始终。大官厅乡杨贾村村民杨盼因燃
气公司施工不当造成了财产损失，在联
系了 8912345民生热线后，工作人员迅

速出动组织双方调解，杨盼与施工方顺
利签订协议，现场拿到了赔偿金。据统
计，截至今年 1月 17日，沧县 8912345
民生热线共受理办理包括杨盼在内的
群众诉求 23897件，群众综合满意率为
98.3%。热线平台秉持“群众无小事”
理念，让群众不出家门化解烦心事、揪
心事，架起了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
桥”。

沧县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会持续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让让群众不出家门化解揪心事群众不出家门化解揪心事
———沧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见闻—沧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见闻
本报记者 杨继超

——沧州市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展
巩固成果 开创新局

本报讯（记者孙杰）
1月30日，记者走访了市
区部分居民小区，发现小
区院里和楼道内随意张贴
和涂画小广告，十分影响
小区整洁与环境。

在位于维明路附近的
华测小区（测具宿舍），1
号楼 2单元外的管道保温
层上贴着“防水烫油”广
告，楼内设备箱上覆盖着
大大小小好几层“通改下
水道、空调维修、超市打
折”类的小广告。在 2号
楼 2单元单元门口的房檐
上，同样张贴一张“防水
烫油”广告。

在位于一中前街的一
中宿舍 6 号楼 3 单元内，
贴着一张“大药房全场 8
折”的海报，上面写着活
动时间是 10月 14日至 16
日，显然这张
海报在这贴了
将 近 4 个 月

了，一直无人清理。在 4
单元，楼道里粉刷一新
的白墙上被人用黑色水
笔写上了“通下水道 修
空调”几个大字，与干净
整洁的环境格格不入。

在位于朝阳街的粮食
局小区，4号楼3单元和4
单元外墙及管道保温层上
有多处贴有“防水烫油”
广告，有的是黄底黑字，
有的是蓝底黄字，广告十
分显眼。

其实，基本上每栋单
元楼都会设置小广告张贴
栏，方便住户日常生活。
而那些随意贴涂的广告虽
能“夺人眼球”，但也极
易招人反感。希望相关部
门加强监管，对于随处张
贴的小广告，及时进行清
理和管理。

室内喷洒酒精进行消
毒。室内使用酒精时，要
避免采用喷洒式消毒方
式。电器表面消毒，应先
关闭电源，待电器冷却后
再进行，否则可能引起爆
燃。

使用消毒剂时不进行
必要防护。使用消毒剂的
过程中，要注意避开口
鼻，最好佩戴口罩和橡胶
手套，防止液体飞溅。

消毒剂浓度过高或过
低。市售消毒剂应该按照
说明书标签进行稀释后使
用，消毒使用酒精应选用
75%的浓度。

过度消毒而忽略日常
清洁。小区外环境没有明

确受到呕吐物、分泌物、
排泄物污染时，原则上也
不需要消毒。进出小区车
辆的外部，也不需要消
毒。

不同类型的消毒剂混
合使用。两种及以上消毒
剂混合使用，极易产生化
学反应，可能造成伤害。
84 消毒液和酒精混合后
产生的氯气，会刺激并损
坏呼吸道，当浓度达到
3000毫克/立方米时，能
致人死亡。84 消毒液与
洁厕剂混合，会产生有毒
气体，刺激人体咽喉、呼
吸道和肺部而引发中毒。
洗衣液同样不宜与消毒剂
混合使用。韩学敏 整理

室内消毒有哪些误区室内消毒有哪些误区？？

部分居民部分居民生活小区生活小区

随意张贴涂画小广告随意张贴涂画小广告

本报讯 （周 洋 朱 玲
华）春节来临之际，东光县
几十名志愿者，来到大运
河边，开展了清洁运河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给 大 运 河

“洗脸”。
当天一大早，近 20 名

身穿红马甲的当地政府机
关人员和志愿者，来到了
东光镇辖区的大运河边。
虽然天气寒冷，但依然挡
不 住 他 们 参 与 劳 动 的 热
情。大家带着手套、拿着
垃圾袋和小铲子等工具，
对 沿 线 的 白 色 垃 圾 、 枯

枝、饮料瓶、酒瓶、废塑
料布等生活垃圾进行捡拾
清理。河滩沿线树木枝干
上，还有一些飞扬的塑料
袋等杂物，大家也一个个
地伸手摘下来，放到垃圾
袋里。

两个多小时的劳动，大
家都忙得出了汗，捡拾的各
种垃圾装了 10 个垃圾袋。

“大运河是家乡的母亲河，
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对待
大运河。同时，要将保护大
运河的理念多向身边人宣
传。”志愿者魏玲玲说。

东光志愿者给大运河东光志愿者给大运河““洗脸洗脸””

在黄骅市齐家务镇齐南
村，有袁令群、贾永利、刘
承俊等7位老人，领头的叫
袁令群，他们过年想出了一
个新点子：合做豆腐，赠予
邻里。

袁令群老人今年 68 岁
了，年轻时学过做豆腐。刚
过小年儿，他就与老哥儿几
个盘算起了过年的“新花
样”。“以前过年咱都是杀个
猪、宰个羊啥的，今年咱们
一起做新年豆腐吧！”袁令
群说。大家觉得他的主意
好，就定下了腊月二十五这
天，一起去他家做豆腐。

就这样，几位老人带着
豆子来到了袁令群家。因
为多年没有做豆腐，袁令
群家里做豆腐的工具早已
经不全了。但老人们有办
法，找附近的邻居们借工
具。不大的工夫，老哥儿
几个推着三轮回来了，他
们借来了盛放豆浆的缸，
放豆腐的板子等物件。有
的 村 民 听 说 老 人 们 做 豆
腐，感到新奇，也跟了过来
凑热闹。

泡豆子、磨豆子、煮豆
浆、点豆腐……老人们忙活
了一天多，随着第一板豆腐
顺利成型，老人们开心极
了。“工具大都是借来的，
豆腐出来了也先给大家分
分。”72 岁的贾永利老人
说，他让看做豆腐的人们去
喊周边邻居，带着盆、碗来
取豆腐。

7位老人共做出了4板豆
腐，老人们只留下了极少的
一部分，大部分豆腐都分给
了邻居街坊们。

这7位老人拼凑工具做
豆腐，既图个喜庆乐和，又
为邻居们添点实惠东西。同
时，也增进了邻里感情，温
暖了人心。

合合做豆腐做豆腐
赠予邻里赠予邻里
李智力

近日，在黄骅市
骅西街道海滨学院社
区的活动室内，黄骅
市人大代表陈庆亮、
胡文晖以及书法爱好
者们挥毫泼墨写下祝
福，喜迎新春。
高 箐 李冠达

邢 程 摄

大棚里的蔬菜产量越来越多，越来越
畅销；村庄的环境越来越美，住得越来
越舒服；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手机软
件的余额越来越多……新的一年，老百
姓都有着更为美好的期盼。

韩家“灵芝兄弟”：带动更多乡亲
们走上致富路

韩子南和韩子夜，兄弟二人都是“80
后”，是任丘市出岸镇段家坞村村民。大
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老
家又当起了农民，种起大棚灵芝创业。

“经过了几年的打拼，我们的灵芝种植专
业合作社已经吸收了周边 100余名农民加
入。”兄弟俩表示，新的一年，希望更多
的村民能加入种植灵芝的队伍中来，带动
更多的乡亲们走上致富路。此外，灵芝是
中医药瑰宝，现在正由“庙堂之高”走近
普通百姓。俩兄弟也希望，能继续扩大种

植规模，增加辐射带动能力，通过种植的
灵芝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达到健康目的。

马建华：让老百姓吃上健康食品

马建华，今年45岁，是东光县灯明寺
镇王东吾村村民。多年来，他一直从事绿
色蔬菜种植。“新的一年，我希望能够继
续扩大富硒西红柿的种植面积，改造老旧
温室大棚。”他还希望，能进一步加大与
更高层次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把农产品
的品质提上去，价格更加亲民，让更多老
百姓吃上富硒食品，健康食品。

袁振强：把乡村旅游产业做大做强

袁振强，今年49岁，是沧县兴济镇南
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近年来，
袁振强和村“两委”班子一起，带领广大
农民奔跑在致富路上，不仅依靠合作社让

农民富裕了起来，乡
村面貌也焕然一新。

“我们现在赶上乡村振

兴的好政策，元旦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里也明确了，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粮食面积。”袁振
强说，今年南堤村将在种好原有水稻基
础上，继续扩大水产养殖面积，“我希望
父老乡亲们能继续保持共同振兴家乡的
热情，让这片土地成为大家致富的‘聚
宝盆’，也希望全村人居环境卫生不断提
升，助力南堤村乡村旅游产业做大做强。”

刘建中：带领大家实现共同富裕

刘建中是青县木门店镇党委书记，他
说，木门店镇是纯农业镇，推动乡村振
兴镇党委政府的首要任务。新的一年，
他们将探索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路子，
改变乡村的面貌。“我希望，通过探索
纯农业村区种粮创收，壮大集体经济的
新路子，通过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现代农业等一系列积极措施，带领
当地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努力实现
全镇 31个村年集体收入‘10万+’。”刘建
中说。

愿愿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老百姓期盼生活越来越好—老百姓期盼生活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周 洋

谈谈我的新年愿望

本报讯（记者胡学敏 通讯员南楠 吴
彪）近日，走进河间市沙洼乡前北冬村，只
见街道上国旗飘扬，家家户户门前火红的灯
笼一字排开，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春节前，这个村花了 2万余元购买了
150面国旗和 400多个红灯笼。前两天，村

民和志愿者将崭新的国旗挂在了村民沿街房
屋上，把红灯笼挨家挨户地挂好。村里由坑
塘清淤后改造成的景观池塘，池塘周围安装
了新栏杆，志愿者们在栏杆上也都挂上彩
灯。

“新年新气象，每家每户悬挂灯笼是图

个喜庆，挂国旗是想让村民们记住今天的幸
福生活和祖国的强大是分不开的。”前北冬
村党支部书记辛国兵说。经过一番装饰，村
里的各个街道国旗与灯笼遥相呼应，街道更
美了，村庄更靓了，大伙儿的心情更好了，
大红灯笼上印着的“福”字也映衬了村民们
新一年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我们村里本来就挺干净，又挂了红
旗、灯笼，过年的气氛就有了。”村民王海
滨说。

本报讯（记者李智力 通讯员杨亮）近
日，肃宁县尚村镇东是堤村在村文化广场开
展了“三好两星”文明评选表彰活动。“看
着村里评出的‘三好两星’，给咱提供了学
习的好榜样。”东是堤村村民于彬彬说，争
取明年自己也能当上村里的创业之星。

“三好两星”是“好儿媳”“好婆婆”
“好家风”及“创业之星”“奉献之星”。过

去，东是堤村的卫生环境差，经济基础薄
弱，村民们致富增收的动力不足。为了改变
村里的落后面貌，2019年，村里先是引进
了富硒黑小麦特色种植产业。如今，又建起
了娱乐广场，修了水泥路，改善了村里的人
居环境，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村里
还缺啥？成了挂在村干部心头的一个问
号。”东是堤村党支部书记袁建伦说，经过

村干部探讨，一致认为村里还缺少的是引领
文明风尚的动力。

“要引导村里的文明风尚，不如从村民
身边选榜样。”袁建伦说，去年12月，村里
专门举办以“俺村骄傲”为主题的全村文明
评选活动，设立了“三好两星”奖项，来寻
找村民身边的榜样。“三好两星”文明评选
活动采用村民自荐、村民联名推荐、党员和
村民代表评审的方式进行。

经过评选，最终选出“好儿媳”2名、
“好婆婆”1名、“好家风”3名、“创业之
星”3名、“奉献之星”1个志愿者集体。

河间前北冬村挂起国旗迎新春河间前北冬村挂起国旗迎新春

肃宁东是堤村评选肃宁东是堤村评选““三好两星三好两星””

要 闻
YAOWEN

本报讯（记者周洋 通
讯员王红兴 陈子康 崔晓
萌）“ 我 们 这 些 老 伙 计
们，经常聚在这里下棋、
健身……”近日，家住任
丘市油建路街道办事处建三
社区的王大爷说，社区的日
间照料设施齐全，有益智休
闲室、书画室、卫生间等，
真是休闲的好地方。

在建三社区，当地相关
部门按照经济、适用、安全
的原则，将社区离退站两个
40余平方米的房间，改造
为社区日间照料站点。别看
照料点面积不大，但“五脏
俱全”，可为老年人提供阅
读、娱乐、健身、保健等服
务。社区工作人员考虑到老
年人实际情况，进行了人性
化的设计。“比如，我们
在 卫 生 间 安 装 紧 急 呼 救
器 ， 呼 救 器 连 接 至 值 班
室，老年人在上厕所过程
中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可按
下呼救器，值班室工作人员

立刻给予帮助。”社区支部
书记王学说。

建三社区的日间照料站
点，是任丘市为全面实现老
有所养的目标，推进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的缩影。今年以
来，任丘市高度重视社区日
间照料站点建设工作，各相
关部门切实履行养老服务主
体责任，加大推进力度。先
后投入 265万元，推进社区
日间照料服务站和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任务。截至目
前，任丘市 54个社区已经
实现了日间照料站点个性化
服务，直接受益老人 65682
人。

任丘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说，今后会将“供餐助
餐”服务作为社区日间照料
服务站（点）的必备功能着
力打造，因地制宜探索符合
地域实际的运营模式和经
验，计划引进专业机构参与
管理运营，丰富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市场。

有了照有了照料点料点 生活更惬意生活更惬意

任丘社任丘社区打造个性化服务区打造个性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