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市长安区开展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向顽疾“亮剑” 为小区“梳妆”
乐善读书 传递爱心

□记者 刘冰洋

“来，您的花卷”“阿姨，给您再来一
勺粥吧，喝了身上暖和”⋯⋯最近一段
时间，每天 7 时，邯郸市大名县的 200
多位当班环卫工人都会准时赶到“暖冬
粥”的 4 个送粥点位吃早餐。负责给大
家分发早餐的是大名县金戈公益团队
的志愿者们。

自今年 11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 月
13 日（腊八节），金戈公益团队组织开
展“暖冬粥”活动，号召广大志愿者“送
出一碗粥 温暖一座城”。活动持续
53天，在全县设置4个分配“暖冬粥”的
点位，每天有近 30 位志愿者参与爱心
活动。

“送出一碗粥 温暖一座城”

一碗米粥、一个鸡蛋，再加上花卷、
馒头，早餐看上去很简单，但筹划此次
志愿活动，金戈公益团队的志愿者们却
花了不少心思。

“做爱心早餐看上去很简单，其实
需要策划的事情多着哩。”金戈公益创
始人张金豹拿出一份 3000 多字的“暖
冬粥”公益项目策划书，上面详尽地记
载了本次活动的细节，包括前期准备工
作谁负责、物资从哪里筹集、熬粥点谁
负责、车辆接送谁负责等，甚至制定了
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

“暖冬粥”活动离不开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的支持。许多爱心商家获知消
息后，纷纷慷慨解囊⋯⋯

每天 4 时起床为大家熬粥的熬粥
点负责人范月英，既是志愿者又是捐赠
者，她把在学校附近开的托管班作为

“暖冬粥”的熬粥点。
“我们就是干了点儿力所能及的

活”。范月英说，她去年就参加了“暖冬
粥”活动，因为隔夜粥不好喝，所以她每
天 4 时起床，6 时 30 分保证所有早餐准
备妥当。“我的任务就是熬好这锅粥，让
环卫工人暖暖身子。”

“今年，来喝粥的环卫工人比去年
多了，所以我们设置了 4 个送粥点，每
个点位有五六个志愿者。”送粥点负责
人张严丽说，志愿者的班次都是提前安
排好的，女士分粥，男士开车送粥，大家
配合得很默契，一点都不觉得累。

“谢谢!”环卫工人张阿姨接过志愿
者递来的粥、馒头，“这些天以来，我的
早餐基本都在这里吃，寒冷的早晨喝碗
热粥，心里暖乎乎的。”

团队成员从 7 个人发展
到1500余人

2017年12月10日，金戈公益团队
成立，当时只有7个人。

说到金戈公益团队的成立，就不得
不提张金豹。他曾是火箭军某部四级
军士长，服役 16 年。服役期间，他一有
时间就忙着做公益，到驻地村寨走访慰

问、送医巡诊，带着相机为村民免费拍
照片，日积月累送出去的照片已近两万
张。在部队时曾被授予全国劳模、全军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拥政爱民模范等荣
誉称号。

2017 年 12 月 1 日，张金豹告别部
队，返回老家大名县。“抱着投身公益
事业的念头，我放弃了组织安排进省
直单位工作的机会，在家乡开办了电
缆厂和扶贫微工厂，希望能帮助乡亲
们脱贫致富。”

张金豹不但把工厂办得有声有色，
更是把公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一年多来，金戈公益团队已经发展
成为一支由爱心青年、高校大学生、普
通群众自发参与的志愿者团队，其中年
龄最大的志愿者 76 岁，最小的仅 7 岁，
总人数已有1500余人。

“这次‘暖冬粥’活动的主力军是我
们团队里的巾帼志愿者，她们在团队里

挑起了多半边天。”张金豹介绍，有一个
俏夕阳组合，组合成员都是 65 岁以上
的老大姐。无论天有多冷，这些大姐都
会按时出现在送粥点，活动结束后，还
会和环卫工人们聊聊天，相处得特别
融洽。

爱心是相互的。“其实，不光环卫工
人能感受到我们的爱心，志愿者也能感
受到来自环卫工人的关心。”张金豹说，
作为“暖冬粥”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他每
天一大早都要去 4 个点位转一遍。最
让他感动的是，不少环卫工人都是天不
亮戴着头灯出来工作，遇到他时，环卫
工人们会主动停下来，帮他照亮前面
的路。

“送‘暖冬粥’虽然是小事，但能为
城市增添一份正能量，希望能温暖更
多的人。”张金豹感慨，做好事不容易，
但只要有恒心，能坚持，就一定能走
下去。

我是 1962 年出生，改
革开放40年，我也是见证者
和亲历者。小时候母亲经常
给我讲古人治学故事，祖上
流传的“积善读书”的家风，
对我影响很大。

我 20 岁那年，看到了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从此
就开始关注公益，不断进行
调查研究和行动。因为爱读
书，我在图书馆里认识了同
样爱读书的李艳华，可说是

“以书为媒”，我们建立了幸
福的家庭。由于有了不少藏
书，我就倡议在家里办起了

“绿韵书社”，还开办了“心
学堂”读书会，不断购买书
籍 ，为 借 阅 给 邻 居 提 供
方便。

20 年 前 的 那 个 春 天 ，
我支持爱人李艳华完成心
愿，发起创办“志愿者拥
军之家”。她下定决心，一
定要让“最可爱的人”与
天下的好姑娘结成良缘伴
侣，这一坚持就是 20 年，
至今她已帮助320位军人建
立了幸福家庭。

近年来，我与艳华推
出了“暖阳圆梦工程”公益
创新项目，组织编写了“幸
福家庭创建”系列读本——

《幸福来敲门》《孝道与家庭
文 化》等 ；带 领 “ 大 爱 暖

阳”团队，进入平山县北
冶乡杜家庄村，与红村庄
杜家庄“平山团”烈士崔
占祥遗孤崔永明等三位烈
属 ， 结 成 “ 亲 情 帮 扶 对
子”；带领志愿者建立了

“大爱食堂”，为卧病在床
行 动 不 便 的 老 人 做 饭 送
饭，把爱心和温暖送到老
人的炕头上⋯⋯

传承善美家风，全家
齐上阵一个也不能少。女
儿 鄢 鑫 艺 从 小 就 喜 欢 阅
读，热衷参加公益活动，
曾获得石家庄市长安区教
育局授予的“热心公益-美
德好少年”称号，并组织
同学发起创办了“乐善读
书爱心社”小社团，举办
了“爱与成长星期七小剧
场”活动。

我们的家风信条：“乐
善读书、爱心传递，创造
快乐、幸福文明”；我们的
梦想追求：只要捧出一颗
大爱之心去温暖世界，用
感动换来感动，用真诚赢
得 真 诚 ， 用 爱 心 带 动 爱
心，就会产生创造爱的奇
迹，世界就一定会变得更
加美好。

（文/民间环保组织"绿
色 和 谐 使 者 " 创 办 人 鄢
福生）

本报讯（王久海、王双利、
赵金萍）“公厕修上助残栏杆，
是政府做的一件大好事。我腿
脚不好，自打有了这栏杆，进
出厕所方便多了。”日前，在遵
化市人民公园，患有脑血栓的
市民张子江告诉笔者。

被确定为“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后，遵化市秉
承“为人而创、为城而创、
为遵化发展而创”的理念，
把创建工作与为民办实事、
解难事紧密结合，瞄准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创
建过程转化为惠民、利民的
生动实践。

补城市短板，让群众得实
惠。该市用现代化理念和“绣
花”功夫抓好城市管理，切实
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
办成、办好、办扎实。开通、翻
修 20 多 条“ 断 头 路 ”“ 坑 洼
路”，沿线群众出行通畅、便
捷；解决“办证难”，为 50 个商
品房小区、23 个集资建房小
区，共计 22363 户办理发放了
房产证；解决“如厕难”，将城
区 14 座旱厕全部改造提升为

水冲公厕；重点解决私搭乱
建、乱倒垃圾、“牛皮癣”、背街
小巷流动摊贩等问题，清理垃
圾 13 万 吨 ，清 除“ 牛 皮 癣 ”
79400 多处，取缔规范违规马
路市场 7 个、流动摊点 4000
个；拆除违章面积 5.9 万多平
方 米 ，整 治 乱 停 车 4 万 多
辆次。

与此同时，该市广泛开展
全方位、立体式“文明基因”深
耕细培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
百姓心田。今年以来，着力打
造“审批金牌保姆”服务品牌，
切实提升行业窗口优质服务
水平，让群众“走进一扇门办
好一揽子事”，目前该市“最多
跑一次”事项清单达 537 项，
涉及29个部门、单位。

该市将文明的触角延伸
至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
启动“小手拉大手，共建文明
城”活动，打造亲子交通、亲子
垃圾分类、亲子学雷锋等志愿
服务品牌，广泛开展“传承好
家风”“向国旗敬礼”等主题教
育活动，参与人数达 3 万余
人次。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育 民
通讯员梁赞英）“我们的‘冀
乐鱼 1234’号渔船被渔网缠
住，在距离祥云湾码头 10 海
里处⋯⋯”近日，唐山渔民
苗志刚接到求救电话，5 名
渔民被困在海上。当时海面
大风将起，一艘失去动力的
船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援，后
果不堪设想。苗志刚马上召
集船队，于当晚 7 时许牵引
遇 险 船 只 安 全 靠 抵 祥 云 湾
码头。

今年 50 岁的苗志刚是唐
山 市 乐 亭 县 王 滩 镇 曹 庄 村
人，祖辈都是渔民，受家庭
影响，他 16 岁就开始出海打
鱼。苗志刚说，凭着多年的
出海经验，他才能够成功救
出如此多的海上遇险者。

说起印象最深的一次海
上救援，苗志刚回忆，十几
年前一个秋天的下午，当时
作为旅游船船长的他得到消
息，有 8 名垂钓者被困在港
口防沙堤上。

“因为当时风浪太大，大
家都不敢出海，凭着多年的
海上经验，我便自告奋勇去

救人。”回想当年，苗志刚感
慨地说。当天海上的风浪有
八九级，浪高 5 米多，3 海里
的路程，平时仅需 20 多分钟
就能开到，那天他足足用了
一个多小时，最后，被困人
员成功获救。

回想起当时救人的情景
仍心有余悸，但苗志刚从未
后悔：“能把人全部救回来最
好，但真的有什么不好的事
情发生，用 1 个人换 8 个人的
生命，也是值得的！”

受苗志刚的影响，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海上搜救队
伍中。2009 年，由苗志刚担
任队长的唐山青年志愿者海
上搜救队成立，这也是环渤
海地区第一支海上搜救志愿
者队伍。目前志愿者搜救队
已经发展到上百人。

从 2003 年在海上救起第
一人起，苗志刚便一直默默
守护着祥云湾附近的海域。
从一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志愿
者救援团队，15 年来，苗志
刚和他的救援团队已累计在
惊涛骇浪中救起 200 多名遇
险者。

邯郸大名县金戈公益团队为县城200余名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

一碗“暖冬粥” 温暖众人心

遵化市

补城市短板 让群众得实惠

唐山渔民苗志刚及其救援团队

15年营救200余名遇险者

日前，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街道棉三小区在拆除违法违规建筑。 通讯员 王新科摄

日前，在大名县
“暖心粥”送粥点，金
戈公益团队志愿者在
为环卫工人分发爱心
粥。

金戈公益团队供图

□记者 刘冰洋 薛惠娟

居住在省会的“黄金地段”，以前 71
岁的田俊玲说起自己居住的棉三小区，
却有点不好意思。“为啥？脏乱差呗！”而
如今，田阿姨再说起住了 20 余年的小
区，底气十足。“大变样，环境好多了。”

这样的变化，源于今年以来该社区
开展的环境整治。小区环境变美了，居
民们满意了，参与创建的热情高涨。

老旧小区是每个城市存在的共性问
题。长安区位于省会主城区，2000 年以
前的老旧小区有 352 个，环境问题多。
从 10 月 20 日起，该区向老旧小区“亮
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整治违章
建筑、占道经营、违停乱放、私种私养等，
进一步巩固创建文明城市成果。

拆除违建，打掉最大的“拦路虎”

“棉三小区菜市场私搭乱建和占道
经营现象严重，卫生状况堪忧，噪音
严重扰民⋯⋯凡涉及相关内容的单位和
个人今日起停止使用违法违规建筑及
摊位⋯⋯”12 月 17 日，在棉三小区居
委 会 门 前 ， 记 者 看 到 一 张 这 样 的 通
知书。

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棉三小区，
现有 60 多栋居民楼，3700 余户居民，常
住人口1.5万余人。由于长年缺乏管理，
小区内道路、绿地、路灯、排水及排污管
道等配套设施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小区
居民私搭乱建等问题突出。违建拆除攻
坚行动由此展开。

起初，住小区 63 号楼的何大姐还打
着自己的小算盘。“我家搭小房不是为赚
钱，实在是有困难。”记者了解到，何大姐
和爱人都是棉三的退休工人，上有老下
有小，经济条件不好。再加上爱人有心
脏病、哮喘病，家住 5 楼，爬几步楼梯就
喘不过气来。“两年前我们就在楼前搭了
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子。”

对于何大姐的房子，邻居们有怨言
但碍于面子也不好说。小区违章建筑，
是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最大的“拦路虎”。
拆违工作从小区东侧开始，慢慢向西侧
推进，离何大姐的房子越来越近。“我本
来还抱有侥幸心理，但看到拆违的力度
这么大，也开始动摇了。”

与此同时，长安区广安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王新科和街道办、居委会干部多
次到何大姐家，和他们沟通交流，做思想
工作。

对拆违工作，绝大多数居民拍手称
快。田俊玲阿姨家的房子位于 1 楼西

头，违建拆除后终
于见到了阳光，再
没了难闻的臭味。

“以前南边不仅搭
了房子，还干起了
饭店，毫不夸张地
说，垃圾遍地、蚊蝇
乱飞，大热天也不
敢开窗。”

何大姐这回再
也坐不住了。“看来
这 次 不 拆 是 不 行
了。”她赶紧动员亲
朋好友找房子，解
决居住问题。记者
采访时了解到，现
在她家租住在一套
一楼的房子里，租
金不贵，照顾老人
也方便，全家人都
很满意。

截 至 目 前 ，长
安区所有老旧小区
已拆除违章建筑 197 处，共计 1.1 万平方
米，整治占道经营 43 处，清理乱停乱放
183处，取缔私种私养51处，清理私拉电
线 101 处，查处违法经营 20 处，集中整
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美化环境，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12 月 17 日下午，棉三小区内，工
人们正在为一棵 20 来米高的大树修
枝。随着枯枝纷纷落下，大家七嘴八舌
地说：“这些树长了 20 多年了，可现在
影响到居民采光，而且枯枝掉下来也不
安全”“以前也提意见，但没人管，现
在好了！”

“棉三小区是辖区内典型的老旧小
区，地处城市中心区，但小区环境与周
边环境极不相称。”王新科介绍，从 6
月份开始，我们以棉三小区为试点，开
展了老旧小区环境提升工作。对这次砍
树，我们也多次向居民征求意见，要不
要砍，怎么砍，砍多高，砍不砍头，都
要听居民的。

在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中，
该区摸排出违章建设、占道经营、乱停乱
放、私种私养、无人管理、私拉电线、违法
经营等 7 大类 648 个问题。在推进工作
中，各级工作人员延长工作时间，开展夜
访、周末访违建业主活动，确保把政策讲
细、讲透，目的讲明、讲清，引导广大居民
理解并支持这项工作。

陶女士是 30 号楼的楼长。“现在不

只小区环境大变样，居民们精气神也变
了，许多居民主动维护小区的环境。”她
说，81 岁的父亲现在每天坚持出门散
步，还帮她一起清扫楼道。

“小区环境，需要居民的共同参与。”
王新科介绍，在整治行动中，我们积极动
员引导广大居民参与，采取座谈会、上门
听意见、设立意见箱等形式广泛听取居
民意见，深入了解居民需求。

小区北门有一个自发形成的菜市
场，占道经营现象严重，影响车辆通
行。“菜市场不能说清就清，居民有需
求。”王新科介绍，我们首先是解决了
占道经营问题，拆除了摊贩的违建，
下一步我们还要就菜市场的选址问题
召 开 居 民 代 表 座 谈 会 ， 征 求 他 们 的
意见。

重新铺设便道砖，更换公共楼道破
损窗户，集中拆除私设的地锁，安装门
禁⋯⋯作为 44 号楼的楼长，棉三小区
居民范淑恩经常和邻居们唠起小区今后
的变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伙共
同努力，小区环境会越来越好。”

常态管理，让老旧小区
有人管、管得好

“违建拆掉了，小区环境越变越好。
现在我们就怕这次拆违是一阵风，过了
这一阵，违建的小饭店又‘卷土重来’
了。”和范淑恩一样，许多居民都有这样
的担忧。

日前，长安区出台的意见让他们安
了心——引进物业管理将作为老旧小区
管理的重要机制，并且要坚持因地制宜，
一个小区一个办法，在充分征求居民意
愿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
物业管理。今年，全区已有 38 个老旧小
区引进物业管理，目前全区实行物业管
理的小区达到118个。

记者了解到，除聘请专业的物业公
司管理外，该区探索实行“以大带小”“以
强带弱”的方式，由老旧小区附近的大型
物业公司托管，以及业主自治、产权单位
管理、社区居委会代管等方式，保证整治
后的小区有人管、管得好，让老旧小区摘
掉“脏、乱、差”的帽子。同时，进一步完
善奖补机制，除市、区两级发放的补贴
外，把小区内经营性收入，用于补贴小区
物业费，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争取
利用 3 年时间，将所有的老旧小区纳入
物业或准物业管理范围，从根本上解决
老旧小区管理问题。

对短时间内难以引进物业公司的
148 个老旧小区，该区也出台了试行意
见，在过渡时期强力推进无物业管理老
旧小区保洁工作，明确由社区居委会代
管，解决老旧小区保安保洁等基本管理
问题。

如今，棉三小区已经有了专业环卫
公司，负责小区的卫生保洁、垃圾清运，
做到卫生及时做、垃圾及时清。这让小
区居民大加称赞，“地处城市‘CBD’，小
区颜值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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