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档案馆市档案馆：：

为民服务为民服务为民服务
做好档案做好档案做好档案“““守护者守护者守护者”””

本报讯（通讯员赵超然 记者祁洁）市档案馆
将“双争”活动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机融
合，多举措引导党员干部崇尚文明、摒弃陋习、传
承美德、弘扬正气，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
文明程度。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通过专题网班学习、个人
自主学习、线下研讨、撰写学习体会等多种形
式，进行理论学习，以理想信念教育“塑魂育
德”。

精心开展志愿服务。深入包联社区开展理论
宣讲，志愿者化身宣讲员，将国家政策理论化为
家常话，宣讲有声有色，居民学得有滋有味。开
展优美环境志愿活动，清除社区小广告、清理垃
圾、摆放电动车等，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

开办业务大讲堂。利用周五学习日开展档案
业务讲座，党员干部立足档案馆主责主业和自身
工作实际轮流授课，从档案馆藏到档案编研开
发，从文书文件整理归档到电子文件管理，授课
内容紧贴档案工作实际和新时期档案发展新要
求，以讲促学，以学促干，全面提升档案队伍专
业化水平。

接下来，市档案馆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服
务能力，切实履行好“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
民服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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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驿站传递城市爱心驿站传递城市““温度温度””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孟祥振 摄影 陈 雷

记者在一线记者在一线

大风刮得呼呼响。
3月13日下午3时，李文祥

将簸箕、扫帚收拾停当，拍了
拍身上的土，再次走进沧州电
信颐和国际营业厅。

营业厅门口，“爱心驿站”
几个大字格外显眼。

“大爷，您喝点儿水歇会
儿。”一进门，工作人员微笑相
迎，递过一杯水。

“谢谢！”李文祥刚接过
水、坐在沙发上，这时，进来
一位快递小哥。“您在这儿歇着
啦，我的手机快没电了，进来
充会儿电。”俩人亲切地打着招

呼。
李文祥是沧州仁洁环卫公

司的一名环卫工人，负责华北
中街的卫生清扫。作为城市

“美容师”，他每天都起早出
门，摸黑回家。

爱心驿站每天 8时 30分到
18时开放。“以前累的时候，就
坐在马路边将就着歇会儿。现
在，有了爱心驿站，累了有地
方歇着，渴了有地方喝水，手
机没电，有地方充电，这贴心
服务真是暖透心。沧州正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我们必须尽
心尽力守护好城市环境！”说起

“幸福感言”，李文祥侃侃而谈。
这个爱心驿站，曾设在沧

州电信颐和国际营业厅一角。
由于大厅每天办理业务的客户
多，为了不影响户外劳动者休
息，去年，他们在大厅内专门
打造了一间“爱心小屋”。屋
内，饮水机、电视、沙发、药
箱、书架等一应俱全。前不
久，沧州电信颐和国际营业厅
爱心驿站，被中华全国总工会
评为 2022年“最美工会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点”。

目前，沧州电信在市区设
立了 13 个爱心驿站。一套沙

发、一台饮水机、一个应急药
箱……简单的摆设，却传递着
大温暖。

文明城市，人人共建。沧
州电信颐和国际营业厅负责人
郝晓婷说，环卫工人、快递小
哥、交警等户外劳动者，风里
来雨里去，任劳任怨地为大家
提供服务。驿站将不断提升服
务，传递爱心，让户外劳动者
和客户切身感受到文明城市的

“温度”。

新闻速递新闻速递

本报讯（通讯员张欣 记者祁洁）近日，运河
区公园街道办事处向海路社区开展清理小广告专项
活动，对辖区门店、楼栋、电梯间内小广告进行清
理，为扮靓居住环境“加分”。

为进一步加大创建力度、浓厚创建氛围，公园
街道办事处对照实地测评标准，从细处着眼、从小
处入手，精准调度、分类施策，持续开展卫生环境
整治、文明宣传等专项活动，营造创城有我、全民
参与的良好氛围。

为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办事处多次召开创
城工作推进会，定期通报各社区创城工作开展情
况，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创新“千分管
理”制度，对照标准找不足，红脸出汗促落实。坚
持“一把手”主抓，班子成员靠前指挥，建立健全

“日调度、周总结”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形
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接下来，公园街道办事处将进一步聚焦标准促
提升、聚焦问题抓整改，扎实做好各项创城工作，
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运河区公园街道办事处运河区公园街道办事处：：

“““千分管理千分管理千分管理”””抓创城抓创城抓创城

我是文明市民我是文明市民 要为城市争光要为城市争光
我是燕赵儿女我是燕赵儿女 要为河北争气要为河北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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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国文明城市省级卫生城市创建 全面加快沿海经济强市建设步伐

一座城市是有生命的，

道路是她的骨架，河流是她

的血脉，城市精神，则是她

的魂。

城市精神，是市民精神

的集合。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以来，在好人精神激励

下，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之风日益浓厚，市民文明

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

升，人文环境得到逐步优

化，好人精神成为狮城之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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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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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日，市文化艺术中
心，第十六届“沧州好人”典
型代表颁奖典礼暨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隆重举
行。“沧州好人”典型代表身
披大红绶带，在众人敬慕的目
光、雷鸣般的掌声中走到台
前。

据市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
超介绍，“沧州好人”典型代
表宣传评选活动，是我市加强
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
措。活动自 2007 年举办以
来，已有 1500余人获评“沧
州好人”，258人入选“河北
好人”，195人荣登“中国好
人榜”，上榜人数持续领跑全
国各地级市，打造出了沧州

“好人之城”的城市名片。
为让更多凡人善举获得尊

重支持，让更多好人从幕后走
到台前，我市始终坚持广泛评选“身边
好人”，并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不断深化拓展评选活动的内涵，全
力打造“好人之城”。

聚焦最基层，通过“村队好人”
“楼院好人”“小区好人”“社区好人”
等评选，全市涌现出 6万多名“草根”
模范；覆盖各行业，“沧州好人”评
选，有敬业奉献、孝老爱亲、助人为
乐、诚实守信、见义勇为5个类型，涵
盖了科技、教育、医疗、普通群众、普
通劳动者等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同时，
每届“沧州好人”典型代表接受群众评
议，每次收到纸质和电子选票超过 70
万张，投票人数占全市总人口的近
10%。

“好人事迹”层出不穷，“好人之
城”更加枝繁叶茂。这些沧州人心目中
的“草根”英雄已不再是个体，他们人
格的力量、人性的光辉，正感召着更多
人投身爱心群体，不断刷新城市道德文
明的新高度，传播社会正能量。

创文明城市 建美好家园

好人不但作为一个个行动个
体，参与到创城工作中，好人精
神也在传播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通过意识形态作用，助推沧
州软实力提升。

记者到位于名人植物园的
沧州道德馆采访，豆豆屋幼儿
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听
老师讲解，“咱们沧州是‘好人
之城’，什么是好人呀？孝老爱
亲、助人为乐、诚实守信都是
好人的特征。沧州有一位叫方
桂馥的老爷爷，他把一辈子的
积蓄都捐给了贫困学生，他是
沧州好人，是咱沧州的骄傲。”
小朋友们听着，若有所思地点
点头。“每年春天，我们幼儿园
都会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让
孩子们接受好人精神的洗礼。

学习好人精神，要从娃娃抓
起。”豆豆屋幼儿园崔老师笑着
说道。教育树人，百年大计，
根基由好人始。

保定人王涛随工程队来到沧
州，参观完沧州道德馆后，对沧
州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沧州人
打交道时，能感受出沧州人很
好，沧州‘好人之城’真不虚
传，如果还有到这打工的机会，
我一定再来。”

同样感受到沧州好人精神
的，还有首肯服装生产经理胡蕾。

从普通的打工者到企业创业
人，他们被沧州深深吸引。

以好人精神引领，我市贯彻
落实省文明委关于开展“我是文
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
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活动要

求，持续推进好人之城建设和创
城工作。

老百姓办事方不方便、舒不
舒心，是衡量一个城市软环境的
重要指标。在“双争”活动中，
我市进一步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务
环境，通过“文明窗口”创建，
在党政群机关、司法执法部门、
窗口服务单位开展文明行政、文
明执法、文明服务活动。政务服
务实现“就近办、网上办、自助
办”。民生工程方面，开展“政
策找人、服务上门”活动，变

“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变
“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

为最大限度方便百姓，还
推广电子印章、电子证照应
用，推行涉企经营高频证照的
纸质证照与电子证照同步签发。
持续拓展网办深度和广度，推进
政务服务事项“应上尽上”，深
化“零跑办”政务服务，实现利
企便民高频服务“一网通办”。
作为让这些便民措施落到实处的

“助推器”，全市推进政务服务
“好差评”评价覆盖面，及时掌
握市场主体诉求，促进政务服务
效能和水平全面提升，打造“本
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城市
政务环境。

让沧州人自豪、外地人向往

本报讯（通讯员孙利红 记者祁洁）近日，沧
州经济开发区志愿服务总队在金岛小区开展环境清
洁志愿服务活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活动中，志愿者们手持扫帚、簸箕、铲子等清
洁工具，变身小区“美容师”。他们三五一组，有
的清理楼道卫生死角，有的整理乱停乱放的非机动
车，有的清扫路面、绿化带等公共区域的杂物。经
过大家的辛勤劳动，小区环境变得更加整洁。

随后，志愿者们还向小区居民发放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知识手册、垃圾分类宣传页等宣传资料，通
过面对面地宣传，让居民更加了解支持创城工作。

接下来，沧州经济开发区将创新形式，常态化
开展志愿服务系列活动，践行和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用实际行动让辖
区环境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

沧州开发区沧州开发区：：

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志愿服务 美化环境美化环境美化环境

把静态品牌化为活跃细胞

本报讯（通讯员王妹菊 记者祁洁）近日，新
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
动，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提升风险防范
意识和能力。

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进正信楼商厦，为市民发
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
科普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从衣、食、住、用、
行方面，向人们宣传普及消费维权、传销防范、食
品安全、法律援助、医疗保健等相关知识，并现场
解答市民的消费难题。

接下来，新华区将继续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市
场监管力度，围绕与民生相关的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重点商品，开展打击假冒伪劣专项执法行动，
全面营造安全、和谐、有序的消费环境。

新华区新华区：：

多种形式多种形式多种形式
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好人精神激励一座城好人精神激励一座城好人精神激励一座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彦芹刘彦芹 宁美红宁美红 摄影摄影 陈陈 雷雷

“沧州好人”已成为一张靓
丽名片，如何把这一静态品牌化
为活跃细胞，成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内生动力？

王超介绍，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其实就是如何管好一座城的
具体实践。创城工作渗透到城市
管理的方方面面，让好人参与其
中，好人精神影响各环节，我
市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充分发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作用，发动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和
志愿者积极参与和开展文明实践
活动，以“一老一小”为重点，
用好基层热心人，深入开展面向
特殊群体的志愿服务。结合文明

城市创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
全市重点工作，深化文明交通、
星期五志愿服务和“精准服务
志愿同行”等活动，开展“迎盛
会、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
和志愿服务关爱等活动。完善志
愿沧州爱心服务站建设，健全运
行机制，丰富服务内容，让沧州
好人推动创城工作。

沧州好人分布广泛，扎根沃
土，是我市创城的强大力量。

每天早晨 5点，城市还未完
全醒来，黄河西路上一家店铺里
早已烟火气十足。这家店铺是

“志愿沧州爱心服务站”，由市文
明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创

办，博爱人生志愿服
务协会具体运行。此
时，穿着红马甲的志
愿者化身服务员，向
城市的“美容师”——
环卫工提供免费的馒
头、小菜、粥等食
物。

提供这样服务
的，还有位于新华区
交通南大街的另一家
爱心服务站，由大运
河爱心志愿协会负责运营。

一个人影响一片人，一片人
带动一群人。截至 2022 年底，
全市注册志愿服务组织近 7000

个，注册志愿者达195万人，全
市 36万党员志愿者，把服务送
到群众身边，实现了志愿服务全
覆盖，成为沧州文明传播的活跃
细胞。

““沧州好人沧州好人””颁奖典礼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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