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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保定园，被园门前的冲天牌楼定住了神儿。
人站在地面上，似乎变得渺小，需配合着它

抬起头，才能将全部景观收入眼中。经典的红蓝
配色，庄重大气，颇有古城的建筑风貌。牌楼牌
匾上，“府河印象”四个大字清晰可见。府河与
保定有什么渊源？园内又藏着什么故事？不由向
内探寻。

首先，迎着视线的是一面浮雕景墙。只见墙
上清晰雕刻着保定府的城市空间分布图，府河在
整个城内蜿蜒流淌。原来，府河是保定的母亲
河，保定园的景观也以府河为中心展开。

绕过浮雕景墙，一处明清风格的四合院出现
在眼前，红门、白墙、青砖，再加上水面上那晶
莹剔透的“冰纱”，只觉心旷神怡，不知不觉就
成了这景中人。院内假山、绿植交错，更添水院
人家的悠然意境。

据工作人员介绍，古时，保定许多居民依河
而居，这里便是以府河沿岸人家为原型，采用四
合院的形式，来表现当时的居住环境。记者恍然
大悟，怪不得一接近就觉得莫名亲切，或许这就
是“家”带给人们的天然感受。

走出四合院，水面变得更开阔，远远望去，
原木色的水车定在水中，似一幅岁月静好的农耕
图。近处，几个雕塑小品立在岸边，搬着重物
的、提着重物的，再现了府河码头人来人往的繁
荣景象。

顺着水的方向继续向里走，突现假山和景
石，水也在这儿断了头。原来，这不是水的“归
宿”，而是水的源头。据工作人员介绍，府河发
源于一亩泉，而这里，正是保定园的“一亩
泉”。相传，自元代起，保定引一亩泉水进城，
经古莲池后汇入府河。到了乾隆年间，保定大规
模修浚府河，府河像一条纽带，把保定不同的地
点连接起来。

再回到进门时的冲天牌楼下，才发觉，原来
一进园，冲天牌楼两侧就有水系，而整个保定
园，大半由水系合围而成，这也与府河的主题不
谋而合。

河流是大地的动脉，世代滋养着大地、哺育
着百姓，府河流过，才造就了这片土地的精彩故
事和美好景观。府河发源于一亩泉，以一亩惠泽
千里，逛完保定园，读懂了河流被称为母亲的意
义。

本报讯（记者祁洁 通讯员史飞飞） 连日来，
运河区消防救援大队持续开展消防宣传、安全检查
等活动，增强辖区各行业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安全防
范意识，全面筑牢“防火墙”。

消防执法人员深入辖区企业、社区及重点场
所，对其消防设施设置是否合理、安全疏散通道是
否畅通、电动车充电是否规范、日常是否组织消防
演练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并结合典型案例，为市
民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知识，及时排查火灾隐患，帮
助居民掌握疏散逃生的相关事项。

下一步，运河区消
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加大
隐患排查力度，紧盯重
要时间节点，多举措筑
牢 消 防 安 全 “ 防 火
墙”，为辖区群众营造
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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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户积极参与村庄

建设，和本村人成为一家

人；各个村子之间找差

距、学经验，村庄“颜

值”不断刷新；文明倡导

融入生活日常，文明新风

浸润百姓心田……沧县杜

林镇不断整合资源、拓展

平台、创新形式，让常态

化的文明志愿服务活动，

成为接地气、聚人气的百

姓“大舞台”。

外来户变一家人

“苏书记，我有个建议不知当
提不当提，晚上小区广场上的路灯
忒暗，老人们去那儿锻炼容易磕着
碰着。”近日，赵庄子村盛世家园
小区的一位外来户向村党支部书记
苏良喜这样反映。

“那儿的路灯已经装了好多年
了，确实该换了。”第二天，苏良
喜就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商量。不出
半个月，村里就把广场上的路灯都
换成了太阳能路灯。

赵庄子村位于沧县杜林镇，
这个村的多数房屋已拆迁，90%
的村民搬进了盛世家园小区。这
个小区的住户一多半是本村村
民，剩下的都是外来户。“按理
说，自己村的人更关心小区的事
情，为什么外来户还这么上心？”
听到记者的疑问，苏良喜笑着
说：“我们这儿不分本村的、外来
的，进了这个小区，就是一家
人。”

苏良喜并没有夸大其辞。这些
年来，外来户对小区环境、管理等
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生活中有
什么困难，都及时向村干部反映，
村里尽心尽力帮他们解决；小区里

有事情需要协商，村“两委”把本
村村民和外来户都叫到一块儿商
量。苏良喜常常说：“你把人家当
成自家人，人家才会不拿你当外
人。”

如今，赵庄子村300多户外来
户变成了“赵庄子人”。村里开展
义务劳动，外来户们都积极参与；
不论红事、白事，所有人都按一个
标准办；村里谁家有难处，外来户
积极捐钱捐物……说起村里的和气
事，苏良喜笑得合不拢嘴。

村庄比出新“颜值”

最近，杜林镇铁庄子村党支部
书记赵孟刚忙得站不住脚。

村里有几个公厕的下水管道堵
了，他抓紧找人修好了；路边和小
区里的垃圾桶，他得督促保洁定期
清理；犄角旮旯的卫生，他哪天都
得转一圈看看……赵孟刚不是在这
儿忙，就是在那儿转，每天都忙忙
碌碌。

“咱村的好环境来之不易，大
伙儿得格外珍惜。创建文明城
市，首先要做文明人。村里的环
境就跟人的妆容一样，不能因为
个别细节上的疏忽，影响了整体
形象。”不管是村里开会，还是在

大喇叭上广播，这几句话，赵孟
刚每次都说。

不只是铁庄子村对村庄环境较
真，为切实改善村容村貌，杜林镇
各村都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契
机，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的热
潮。各村纷纷行动，对房前屋后、
街道两侧等处的垃圾和杂物进行清
理，拆除私搭乱建，更换不规范的
公益广告牌。不少村庄还借此机会
修路、建活动广场、完善道路亮
化，不断提升村庄环境。

如今，杜林镇各个村庄形成比
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他们村这个地
方打造得不错，我们村可以借鉴
下；你们村可以把墙面美化一下，
打造成文化墙……各个村之间找差
距、学经验，村庄“颜值”不断刷
新。

讲文明成为自觉行动

“崇尚科学 抵制迷信”“移风
易俗 文明乡风”……走在赵庄子
村乡风文明示范街上，一块块主题
鲜明的宣传展板，一面面图文并茂
的文化墙，接连跃入眼帘。

“这些展板和文化墙，既是村
里的风景线，也是活教材，提醒人
们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言行。如
今，处处讲文明已成为村民们的自
觉行动。”苏良喜向记者介绍。

这两年，赵庄子村在打造乡
风文明示范街的基础上，不断探

索提升村风民风的新举措：组织
德高望重的村民成立红白理事
会，为红白事办理画“硬杠杠”；
组织开展舞蹈比赛、诗歌比赛
等，村民登台传唱文明新风；开
展好儿媳、好婆婆、文明家庭评
选，用身边的典型教育身边的
人，激励、引导更多村民共倡文
明新风……一系列文明创建活
动，使得赵庄子村文明新事不断
涌现，村民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赵庄子村村风民风的显著改
变，是杜林镇推进文明村镇创建的
生动缩影。翻开杜林镇各个村庄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记录表，环境
卫生清理、“情暖老人”慰问活
动、河道清理、路面修补……活动
形式丰富多样，内容接地气、聚人
气，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关心村庄
事务，积极参与村庄建设。

文明村风是乡村振兴的有力保
障。杜林镇将进一步整合资源、拓
展平台、创新形式，持续开展更多
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让常态化的文明志愿服务活动
成为聚民心的百姓“大舞台”，使
一颗颗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种子”
根植乡村大地，焕发勃勃生机。

近日，新华区建北街道办事处
石化新村社区会议室内，每周一次
的“碰头会”如约进行。

“这周我入户时，新发现了一
户需要帮忙的居民。这家就老两口
住，老爷子卧床，老太太身体也不
太好。我住的离他们近，没事就过
去看看。”居民刘桂荣第一个发言。

“别光让你一个人去，大伙儿
谁有空谁过去。”

“对，都在一个小区住，互相
照应是应该的。”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气氛

越来越热烈。
在石化新村社区，每周五，社

区党委和辖区“帮帮团”的志愿者
代表都会碰一次面。这一周以来，
志愿者们在上门走访的过程中，发
现了什么新情况？小区里哪个地方
的卫生不达标？社区党委和志愿者
们坐在一起，针对新发现的问题，
共同谈感想、提建议。

石化新村社区“帮帮团”，由
辖区的党员代表和热心居民组成。
他们穿梭于小区的各个楼栋，调解
矛盾纠纷，帮助邻居解决急事难

事，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反映给
社区。“帮帮团”作为“调解员”
和“传声筒”，成为社区处理各项
事务的好帮手。

石化新村社区下辖石化新村小
区 1个小区，共 47栋楼、2347户
居民，其中，老年人约占 1/3。由
于小区建成于上世纪 80年代，房

屋老旧、基础设施落后，改善居
民的居住环境成为当务之急。但
社区的工作人员总共有五六名，
这些人除了要解决小区环境难题
外，其他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处理
的事情，从哪儿入手？由谁带
头？亟待破解。

“小区治理仅靠社区工作人员

唱‘独角戏’，力量有限，必须得
调动起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在社
区党委书记石慧看来，居民主动参
与是社区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和核
心。为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到小区各
项事务中来，石化新村社区尝试推
行志愿服务积分奖励制度。平日
里，社区组织清理卫生、慰问老人
等志愿服务活动，谁参与，就能获
得相应积分，积分累积到一定数
量，可兑换垃圾袋、香皂、口罩等
生活用品。社区每半年组织一次

“晒积分”活动，并把积分作为社
区“文明家庭”“好儿媳”等评选
的主要参照标准。

小积分唤醒了居民参与小区治
理的热情。以前，许多居民对小区
的事情不管不问，而如今，哪儿堆
着杂物，哪儿贴着小广告，人们只
要发现就主动清理。“小区楼里楼
外都干干净净的，咱住着多舒
坦。”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旁观者变
成参与者。

令人惊喜的是，小区里几位六
七十岁的老党员和热心居民还带头成
立了“帮帮团”，他们定期上门探望
辖区的老年人；积极参与各种志愿服
务活动；组织排练文艺节目……

“伯伯大姨，你们多注意身体，千
万别累着。”居民们每次见到这些
热心人就劝几句。“别担心，我们
能干，就说明我们身体条件允
许。”这些老人常常这么说，话语
中透着自信。

如今，石化新村社区“帮帮
团”的志愿者由最初的二三十人
发展到六七十人。越来越多的居
民从以前对身边事的漠不关心，
转变为主动想办法、积极参与。
在“帮帮团”的带动下，你帮我
帮大家帮，帮出了邻里一家亲。
石慧说，社区将进一步拓宽居民
参与小区治理的新平台、新渠
道，引导居民把小区事当作自家
事，激发辖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本报讯（记者祁洁 通讯员孔鹏华 徐倩）为加
快推进孝老助餐服务点建设，保障农村特殊困难老
年人的助餐、供餐服务需求，近日，新华区小赵庄
乡芦家园村孝老助餐服务点正式挂牌运营。

芦家园孝老助餐服务点将为本村 80周岁以上
老年人、60周岁以上一二级重残人员、60周岁以
上低保特困人员等提供助餐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
口享受便捷的就餐服务。

下一步，小赵庄乡将继续分批分类推进孝老助
餐服务点建设，逐步形成布局科学、配置合理、服
务完善、管理规范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让老年人
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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