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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蔡铭 刘莹）今年以来，为稳步提
升乡风文明治理水平，山阳县城关街办持续深化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不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山阳县城关街办组建宣讲小分队，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120 多次，覆盖群众 2.6 万多人；探索“线上+线下”活动方
式，以市级文明社区西河社区为模范，激励广大群众对标先
进、自觉看齐、共倡新风。积极吸收村（社区）干部、驻村（社
区）工作队等各方力量，组建志愿服务队伍 26支，开展关爱
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依托 25 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开展文明劝导、科普宣传等志愿活动 112场
次，服务群众 5600 多人次。制定《城关街办保洁员管理办
法》，实行“办、村、组”三级联动清扫机制，对生活垃圾等做
到日产日清，定点分类存放投放；引导村（社区）志愿者加入
保洁员队伍，进行重点区域综合治理。依托各级文化阵地，
组织广场舞队、秧歌队、文艺演出团队等艺术团体开展社火
展演、广场舞大赛等文化惠民活动；围绕乡村振兴、基层社
会治理等题材创作舞蹈、快板、歌曲等文艺作品，宣传新时
代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山阳城关街办深化

新时代文明实践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不断
深化文明培育主题、创新文明实践形式、丰富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树立精神文明建
设标杆，增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活力，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商南县持续巩固提升“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
成果，突出民风建设“十个一”、人居环境整治和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持续深化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搬迁
小区、文明家庭等创建工作，凝聚干部群众精神力量，
形成文明和谐社会风尚。组织道德模范和“新时代好
少年”评选推荐活动，开展“最美人物”系列评选活动，
组建先进事迹宣讲报告团，到村（社区）开展巡回宣讲
活动，用道德典型教育引导群众崇德向善、文明守礼。
各镇（街道）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针对群
众需求组织开展教育科普、卫生健康、孝老爱亲、爱护
儿童等文明实践活动。深化文明实践“六进庭院”活
动，组织包扶干部、五老人员、乡贤能人、先进典型等，
在“庭院会”开展理论政策学习、好人故事宣讲、文明新

风倡导等文明实践活动。围绕解决移民搬迁群众社区
融入、文化建设、扶贫帮困、文明习惯养成等问题，各镇

（街道）搬迁小区和商住小区建设新市民学堂、新市民
实践基地、树立新市民榜样、打造新市民大舞台、实施
新市民爱心团“五新助农”行动，帮助搬迁群众融入“新
生活”成为“新市民”。

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全覆盖”的目
标，商南县继续实施镇（街道）党（工）委书记、镇长（主
任）等领导包抓示范村（社区）模式，从资金投入、评分
设定、督查指导等方面深入研究，推动“道德银行”示范
村建设。各村（社区）结合爱心超市、便利店、电商等现
有资源，设立道德银行积分兑换点，开展实物兑换，将
积分作为“五美庭院”“身边好人”等表彰的重要参考。
制定移风易俗规范，扎实开展大操大办、墓地等重点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基层群
众自治、法律制度约束和社会各界监督的作用，切实树
立农村淳朴友善的新风正气。

商南持续加强文明乡风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晓红 刘 强）

为加强公路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营造安全畅
通的公路通行环境，连日来，丹凤公路段采
取有效措施，全面开展公路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

丹凤公路段坚持排查全覆盖、整治全闭
环，主要针对公路、涉路施工、桥下空间、交
叉路口、绿化遮挡、各类公路安全设施不规
范等问题，建立台账，制定整治措施，明确整
改时限，有序推进整治工作，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清理边沟、
疏通桥涵、清扫路面，最大限度避免因公路
隐患引发的公路安全事故。加强职工安全
教育，强化安全意识，严守操作流程，切实保
障生产安全。

截至目前，丹凤公路段共修剪G312国道
8处遮挡行车安全视距的树木，对 G345国道
路面坑槽进行修补，安装标志标牌 6块，设置
警示标线 12处，安装爆闪灯 2个，更换隧道诱
导器 31 个；为一线道工购买安全帽 100 个，
补配应急照明灯 80个；规范设置应急逃生标
识160多个，补齐隧道消防设施20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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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至11日，商州区举行首届社区中国象棋比
赛。据悉，本次全区33个社区共计99名象棋爱好者，经过
9轮450局激烈对决，南街社区、东关社区、西街社区等8个
社区获得团体奖，东关社区管魁宏、南街社区苟小建、西街
社区岳永宏分别获得本次象棋比赛的前三名。

（本报记者 方由朝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永军 赵保国）10月11日，
丹凤县武关镇惠家坪村村民胡能存发现，在上坪组
庙沟口河道边有一只疑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腿
部受伤，在草丛中挣扎，发出一声声哀号，情况非常
危急。胡能存立即报告村党支部书记惠黎明，惠黎
明为受伤黑鹳进行简单消毒包扎，并提供食物和
水，同时报告镇政府和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寻
求帮助，目前，该受伤黑鹳已经妥善移交至丹凤县

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
黑鹳是世界濒危鸟类，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性机警胆小，听觉、视觉均很发达，难以靠近，全国数
量极少，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丹凤县武关河流域是
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年来，武关镇采
取各项措施开展生态保护，武关河流域森林茂密、水
流清澈、环境静谧，已成为越来越多珍稀鸟类迁徙途
中停留歇脚的“驿站”。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在武关镇获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在武关镇获救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卫锋）今年以来，洛南县把脱贫
劳动力跨省务工交通补贴发放作为就业帮扶和推动乡村振
兴政策落实的重要举措，加大宣传引导，核实务工信息，严
格政策要求，确保交通费补贴及时足额发放。截至 9月底，
累计为全县 1.08 万名脱贫劳动力兑付跨省就业一次性交
通补贴 540万元。

为推动就业帮扶工作持续提升，有效保障务工人员
交通补贴政策落实，洛南县人社部门成立工作专班，专题
研究交通补贴工作，由工作人员联系包抓 16 个镇（街道）
241 个村（社区），全面摸清务工人员底数，掌握省外务工
人员去向。对镇村就业信息员开展就业创业、就业帮扶
政策、交通费补助申报、档案整理等业务培训，严格把好
材料审核关，不断提高政策落实兑付比例。结合行业实
际，印发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实施办法，明确补贴享受对
象、年龄范围、申报程序、时限要求，让更多务工人员享受
到补贴的温暖。通过下乡调研、就业招聘、技能培训、劳
务公司派遣和县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广泛宣传交通
补贴的政策，大力提升外出务工人员的政策知晓率。根
据国家防返贫系统务工人员数据，将政策落实任务细化
分解到各镇（街道），全面压实镇、村和业务干部责任，依
托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单位，常态化组织包扶干部入户走
访宣传落实交通补贴政策，力争做到政策应享尽享。同
时，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补贴申报方式，对外出务
工相关材料不能提供的情况，实行信息员全程代办，按照
要求简化申报资料、优化审批程序，及时公开公示，进一
步提高省外务工人员交通补贴的兑付率和满意度。

洛南为跨省务工人员

发放交通补贴 540 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陈云鹤）近日，商州区城关街道南
街社区南街路城隍庙门口、商州区幼儿园门口、槐树路背
街小巷大变样。原来是乱涂乱画、破旧不堪的“丑”墙，变
成了干净文明、图案有趣、颜值颇高的彩绘墙，吸引行人
驻足、拍照打卡。

“以前，这是一面破破烂烂的砖墙，上面还贴了很多小
广告。现在，墙被翻新粉刷，还画上了漂亮的图案，像是给
墙壁换了件新衣服。我现在一出家门，就能看到这么漂亮
的墙画，感觉很开心。”家住槐树路附近的王阿姨指着路边
的彩绘墙笑着说。

为提升社区环境“颜值”，营造良好创文氛围，南街社区
联合上级包抓单位市司法局将沿街巷道破损的老旧墙壁进
行改造粉刷、美化彩绘，内容融入了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法
治精神等主题元素，有效地提升了社区环境与城市形象。

墙体彩绘扮靓社区“颜值”

她 是 一 朵 静
静 绽 放 的 花 ，幽
香 入 鼻 ；她 是 一
扇 传 播 知 识 的
门 ，开 启 心 扉 。
她 醉 心 教 坛 ，用
枯燥无味的数字
谱写人生多彩的
乐 章 ；她 关 爱 学

生，用妙趣横生的语言描绘青春壮丽的诗
篇。她是洛南县城关中学数学老师姚萍。

1996 年 ，姚 萍 毕 业 于 商 洛 师 专 数 学
系，先后在洛南县工农中学、城关中学任
教，连续 19 年担任班主任。

对第一次上课的情景，姚萍记忆犹新：
“台下坐了 40 多位同学，黑压压一片，我感
觉挺紧张的。当时讲的是《正数和负数》，

感觉自己讲得一般。大概两年之后，慢慢
能听到学生的好评了。”有不少同学感叹，

“姚老师讲课深入浅出，总是能将很难的知
识点化繁就简，调动大家学习的积极性。”

针对数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生对知识掌
握的程度，姚萍进行基础训练、强化练习、
强化解题步骤书写等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
学，引导学生勤于思考、勇于探究。她还自
制了一枚印着“勤学，善思，多问”六个字的
印章，每次批阅作业时，对那些书写作业认
真、表现突出的学生，都盖上印章以示鼓
励，一段时间后统计出每个学生的印章数
量，在全班公开表扬，营造出一种积极活跃
的课堂氛围。

在班级管理上，姚萍将爱心、耐心、细
心贯穿始终。2017 届的张同学好学善思、
文静内敛，平时不爱说话，但是课堂上却能

侃侃而谈。发现这一特点后，姚萍便推选
他当数学课代表，让他在课余时间或者自
习时间为同学们答疑解惑。经过一段时间
的锻炼，他成了老师的“好帮手”，不仅性格
开朗了，也带动了其他学生共同学习进步。

2012 届的李同学，由于父母离异缺少
关爱，经常迟到、打架、在课堂上睡觉、不
交作业。在数学课堂上，姚萍总是不厌其
烦地叫醒他，给他布置一些简单作业，课
后找他谈心谈话。观察到李同学热爱劳
动，姚萍就让他负责班级的卫生管理，鼓
励他发挥特长。李同学毕业后的某一天，
突然穿着军装出现在姚萍面前，郑重地向
她敬了一个军礼，说他在部队立了功，第
一个就想告诉姚老师，感谢老师对他的鼓
励和不放弃。

一次，严重的咽炎使姚萍失声了，她不

得不请假休息。两天后，一群学生捧着鲜
花、带着书信来探望她，“老师，我们想您
了！”“我觉得师生的感情都是很真诚的。
很多细节多年后想起来，还是很感动，它们
都变成了我记忆中美好的部分。”姚萍说。

27 年来，姚萍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和
家长的信任。有学生在毕业留言中写道，

“姚老师，您不仅教给了我知识，还教会了
我怎样做人，真心感谢您的付出。”有学生
家长在街道遇见姚萍，亲切地拉着她的手
说，“孩子交给你，我放心！”

一路走来，姚萍从县级教学质量先进
个人、教学能手、教学教改先进个人，到市
级教学能手、师德标兵，再到获得省级优秀
课评比二等奖等荣誉，她带着学生一步一
个脚印地攀登，一路迈过了荆棘，也看到了
更远的风景。

迈过荆棘，看更远的风景
本报记者 肖 云 通讯员 毕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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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能存胡能存（（左左））向野生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移交黑鹳向野生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移交黑鹳

金 秋 十
月 ，洛 南 县 石
坡 镇 红 叶 满
山、金菊飘香，
蓝 天 白 云 下 ，
苍 鹭 翔 集 ，溪
流潺潺。走进
石 坡 镇 周 湾

村，庭院里瓜果飘香，村居环境优美，民风
淳厚朴实，村民安居乐业……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身边的
变化，给村民们带来了民生福祉，也记录下
了张秋惠的履职印记。张秋惠是周湾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也是石坡镇人
大代表，多年来，她勤勤恳恳工作、兢兢业
业干事，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乡村干部
的责任与担当。

“无论是镇人大代表，还是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都离不开群众对我的信

任。只有用行动诠释‘代表担当’，努力为
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才能不辱职责使命。”
张秋惠说。

为提高支部战斗力，张秋惠多次组织
党员干部前往红色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教
育，不断提高村党支部、支委和党员的组织
能力、理论水平、党性修养。为进一步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她带领支部与县剧
团开展支部共建活动，定期邀请县剧团到
村上进行文化惠民演出，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为推动党员、干部、人才队伍助力
乡村振兴的新格局，她带领村党支部以“红
鹭高飞”为主题，带头流转土地 60 亩种植
黑花生，引领村上发展黑花生 130 亩。

“在秋惠的带动下，党员纷纷发挥带头
作用，党员闫建平发展蔬菜大棚 11 个、五
味子基地 30 亩，种植线椒 30 亩，30 多名劳
动力长期在基地务工，全村蔬菜、中药材种
植不断扩大规模。党员王耀民发展生猪

100 多头，带动全村发展生猪 650 头、养鸡
8000 多只、养牛 50 多头。”村委会副主任
张李斌说。

在周湾村的田间地头、社区工厂和农
户家中，经常能见到张秋惠的身影。她深
知做好技能培训对帮助村民就业具有重要
意义，为提高村民的实用技能水平，张秋惠
积极邀请县农技中心、核桃研究所、烟草局
专家到村上开展中药材、地膜洋芋、红仁核
桃、烤烟等种植技能培训，激发群众劳动致
富的内生动力。

“村上组织的技能培训，让我学到了很
多实用的知识和技能，解决了我种植庄稼和
药材方面遇到的很多问题。”周湾村村民李
海宏说。如今，周湾村的中药材、烤烟、辣
椒、蔬菜、土蜂蜜、生猪、肉牛、蛋鸡等产业发
展能人、“土专家”达 50 多人，带动发展中药
材 600 亩、烤烟 300 亩、蔬菜 300 亩、土蜂蜜
230 箱、生猪 650 头，全村产业发展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 我 的 愿 望 就 是 让 父 老 乡 亲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好 ，越 过 越 舒 心 。”张 秋 惠 说 。 为
壮 大 村 级 带 头 人 队 伍 ，她 积 极 吸 纳 年 轻
干 部 ，帮 助 其 快 速 成 长 。 她 还 带 领 村 干
部开展周湾村在外创业成功人士信息统
计 摸 底 ，通 过 上 门 走 访 、电 话 沟 通 、微 信
联系等方式，加强感情联络，鼓励他们回
乡创业、发挥飞雁反哺作用。近年来，周
湾村在外创业人士为村里投建了饮水设
施，修建了通组路、桥梁、排洪渠，开展了
美化亮化等多项惠民工程。

如今的周湾村，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
观，红仁核桃、中药材、烤烟、朝天椒等特色
产业稳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后劲更
足了。“今后，我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听民声、
察民情、解民忧，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以
强烈的使命感积极履行职责，用心用情为
家乡绘就一幅美丽画卷。”张秋惠说。

张秋惠：让父老乡亲的日子越过越好
本报记者 米子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