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人是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
——我省“时代新人·河北好人”推选发布倡树时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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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文明暖人心 优化环境提效能
——全省持续开展“提质提效、文明服务”竞赛活动

南和县

多彩文化生活
引领乡村新风尚

乐亭县农民志愿者史秉材

把养殖场改成科技文化大院

□记者 薛惠娟

公交快 1 路车长王建立的“航空
级”服务、17 路车长杨纳丽帮两岁女孩
找到家⋯⋯石家庄市公交总公司深化
微笑服务、站立服务、亲情服务“三项服
务承诺”，涌现出许多让群众称赞的公
交司机。

2018 年以来，我省以促进优化营
商环境、提高群众满意度为目标，继续
在党政群机关、司法执法部门、公用事
业单位和窗口服务行业，开展“提质提
效、文明服务”竞赛活动，推动文明行
政、文明执法、文明服务。全省各级机关
部门单位、窗口服务行业积极参与，比

“三办”（热情办、马上办、办得好）、看工
作态度，比“三致”（确保细致、力求精
致、追求极致）、看服务质量，比“三优”

（秩序优、环境优、文化优）、看管理水
平，有2700多个基层单位获授本系统、
本行业“流动红旗”或“先进网点”，带动
全省各行业服务效能和服务质量进一
步提升，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为民意识不断增强，服务
效能持续提高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件”“请坐好，

眼睛看向镜头”“请您支付 10 元工本
费”“好了，请您到发证区领取您的证
件”⋯⋯在廊坊市车管所服务大厅，市
民刘强不到5分钟就拿到了新驾驶证。

从 2018 年 9 月 1 日起，20 项公安
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措施在全省实
施，全面推行交管服务“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最大限度减少群
众往返次数、缩短等候时长。

提质提效，利企便民。2018 年以
来，全省各级党政群机关、司法执法部
门、公用事业单位和窗口服务行业在

“提质提效、文明服务”竞赛中，进一步
规范办事流程，细化办事指南，工作人
员为民服务意识不断增强，服务效能得
到持续提高。

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行“阳光司
法”，2018 年上半年“河北法院司法公
开 服 务 平 台 ”就 累 计 访 问 千 万 人 次
以上；

省水利厅加强对政务服务大厅的
日常监管，增设了节假日和八小时外的
热线服务，调整完善政务服务流程，加
快在线办理服务进度；

省审计厅突出审计质量、机关管
理、文明形象三项重点，阶段性组织检
查评选，2018 年，全省审计机关共评选

出 176 个“提质提效、文明执法”竞赛优
胜单位；

⋯⋯
事儿不再难办，手续不再繁琐，如

今，全省更多的企业和群众逐渐感受到
了方便和快捷。

强化行业自律，建设窗口文明

“窗口单位服务怎么样，让群众来
评价”。2018 年以来，石家庄市开展了
窗口单位群众满意度评价活动，把与群
众和企业联系密切、直接服务群众与市
场主体的 88 个窗口单位作为评价对
象，重点围绕政务公开、群众观点、办事
效率、整改落实等方面，广泛征求对服
务作风与工作效果的评价。

为民服务的“小窗口”，彰显城市管
理的“大文明”。在开展“提质提效、文明
服务”竞赛中，我省各级各类窗口单位
对标文明单位创建标准，强化行业自
律，文明行政、文明执法、文明服务水平
有了新的提升。

在唐山市高新区各窗口单位，群众
只需扫描窗口二维码，就可以轻松了解
办理业务的流程和所需材料。今后，该
区还将进一步扩大办事服务范围，加快
推动跨部门、跨行业信息互通共享，为

群众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省发改委在政务大厅公开服务承

诺、服务标准，工作人员亮身份上岗，服
务窗口开设群众满意度即时评价系统，
在门户网站设立了公开电话，多种渠道
接收服务对象意见建议。

省税务局 2018 年进一步细化“提
质提效、文明服务”竞赛评价体系，评价
标准提高一档，评选数量降低一半，对
表现突出、连续夺得季度或“双月”“文
明执法流动红旗”的基层单位，在各类
荣誉评选表彰中优先推荐参评。

在全省交通系统，创建竞赛活动
如火如荼——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交
通管理部门进一步规范了执法人员文
明用语和服务标准，较好解决了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突出问题；邯郸
市举办了第二批高星级车长、乘务员
常用英语、哑语考试，对主城区 19 家出
租汽车服务中心（公司）7000 余名从业
人员开展文明服务、安全行车等培训
教育。

提质提效、文明服务。如今，全省各
行各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明行政、文
明执法（司法）、文明服务的先进窗口和
基层单位，他们热情、规范、高效的服
务，受到更多企业和群众的赞誉。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冰 洋
通讯员刘东甲）“我从小就爱
看书，但小时候家里穷，加
上当时图书种类也不丰富，
家里仅有的教科书就成了我
少年时代的全部精神食粮。”
日 前 ， 在 南 和 县 西 贾 郭 村

“农家书屋”，年逾古稀的村
民郭书粘正在阅读农业种植
类图书。

见笔者采访关于书屋的
事 儿 ， 郭 书 粘 激 动 地 说 ，

“现在政策可太好了，前几
年政府给村里建起了‘农家
书 屋 ’， 里 面 藏 书 3000 多
册，有少儿读本、医药卫生
还有我们农民最需要的农业
养殖类图书呢，我这小时候
读 书 的 梦 想 如 今 变 成 了 现
实。”

不止建起了书屋，在该
村文化广场上，每晚都有穿
着专业演出服的村民跳舞，
他们的舞步精准、专业。

“以前俺们都是聚在一起
随便扭扭跳跳，动作不专业还
容易受伤。后来，县旅发委聘
请了专业人员，到各个村进行
文艺培训，唱歌、跳舞、戏曲、
乐器⋯⋯只要俺们有兴趣，这
些专业人员就义务教授。”村
民刘枝秀介绍。

“过去天黑了也就是到邻
居家串个门，唠点儿家常，
哪有现在这样丰富的休闲文
化活动。”刘枝秀说，这些文
化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颂
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 丰 富 百 姓 文 化 生 活 ，

南和县还在各村扎实开展农
村 公 益 电 影 放 映 活 动 。 日
前，在该县郝桥镇寺后村，
吃过晚饭的村民早早来到村
文 化 礼 堂 内 ， 等 待 电 影 放
映。不一会儿，县放映队的5
名放映员架好设备，开始播
放电影 《红海行动》。

“以前，我们村也有电影
放映员来播放电影，但就那
么几部老电影，十几年轮着
播，早都看腻了。”该村村民
张平贵说，现在放映的电影
每次都不重样，有 《建军大
业》《太行山上》 这样的爱国
主题电影，也有 《战狼》《红
海行动》 这样的现代军事题
材的电影，还有 《西虹市首
富》 这样的喜剧片，各种类
型题材的电影村民们在家门
口都能看到。

“以前农闲时，大家就喜
欢聚在一起打麻将，有了电
影放映活动后，大家都聚在
一起看电影，既增进了邻里
之间的感情，又学到了不少
法律知识和惠民政策，真希
望这样的活动再多一些。”张
平贵说。

“如今，群众的文化生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一
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从
小 群 体 发 展 到 大 众 文 化 供
给，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越
来越丰富多彩。”南和县文明
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丰富多
彩的文化生活让群众幸福感
进一步提升的同时，也引领
了乡村文明新风尚。

□通讯员 陈友海
记 者 刘冰洋

日前，在乐亭县汤家河
镇的集市上，一场以普法为
主题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
旁边的书摊前，簇拥着很多
从四里八乡赶来的村民，身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正忙着
给 大 家 发 放 《公 民 学 法 读
本》。这被村民们称为“史家
大院赶大集”的活动已经开
展了 7 年，是汤家河镇附近
农村集市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史家大院赶大集”活动
的创办者叫史秉材，是土生
土长的汤家河镇史庄村人。
1994 年，史秉材承包了村东
头废弃多年的坑塘，并在坑
沿儿盖了 11 间厂房，干起了
养 猪 、 养 鸡 、 养 甲 鱼 的 营
生 。 然 而 ， 苦 心 经 营 了 几
年，却赔了钱。

这次失利让史秉材深刻
反思，他认为，养殖失败的
原 因 在 于 没 技 术 。 而 在 农
村，老百姓最缺少的也是科
技文化知识。于是，他萌生
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养殖
场改建成农家书屋，引领乡
亲们科技致富。

之 后 ， 史 秉 材 四 处 求
援，争取到市、县、镇三级
领导的支持和帮助。2005 年
7月，农民科技文化大院正式
落成，2007 年纳入国家“农
家 书 屋 ” 工 程 后 ， 更 名 为

“史家大院”。
“我这是物尽其用。东面

两 间 阅 览 的 大 屋 原 来 是 鸡
舍，西面的乡村大舞台原来
是一排猪圈，北面的甲鱼池
改成了垂钓园。现在这里还
有棋牌室、书画室、乒乓球

室呢！”看着村民们在大院自
得其乐，史秉材十分自豪。

“史家大院”建成后，来
大院读书的村民多了，喝酒
打牌的自然就少了，一些村
民还自发举行“赛诗会”。还
有村民用顺口溜讲述身边人
读书致富的经历：“李宝新进
书屋，过来过去翻图书。学
到技术细琢磨，农家院里来
养猪。买了汽车盖新房，读
书让他致了富⋯⋯”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成
了“史家大院”的志愿者。
大 家 建 议 史 秉 材 把 种 植 养
殖、养生保健、法律法规等
深受欢迎的书籍摆到周边的
集市。就这样，“史家大院”
被附近更多村民所熟知，从
2011 年起，流动书屋辐射到
周边6个乡镇的100多个行政
村，借阅量超过十万人次。
如 今 ， 集 市 上 的 免 费 书 摊
旁，文艺志愿者们还经常准
备自编自演的节目，宣传党
的政策，倡树文明新风。

史秉材还热心宣传法律
法规、主动调解村民矛盾。
他把自己居住的小院打造成
了 农 家 普 法 基 地 ， 打 响 了

“史家劝和”民间调解的品
牌。史庄村 10 余年没有发生
过一起违反社会治安事件，
该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法治
示范村”。史秉材也因此获
得燕赵文化之星、河北省乡
村文化之星、全国人民调解
能手、全国普法先进个人、
河 北 十 大 法 治 人 物 等 荣 誉
称号。

“我希望今后能继续发光
发热，做一名宣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农民志愿者。”
史秉材说。

□记者 薛惠娟

“那么多的身边好人，相信总有一个
能够打动你。”

吴洪甫，退役后 37 年“隐姓埋名”，
保守国家秘密；郭鹞，踏踏实实干事，8
年时间从一名电气工程师成长为“复兴
号”的总体设计师；何瑞生，回乡创业带
动村民脱贫致富，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铺路架桥；何川，从警十余年来，始终坚
守在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的一线；郭云
征，投身农业科技创新领域，获得 10 项
国家专利⋯⋯

燕赵好人多，好人在身边。2018 年，
省文明办坚持开展“时代新人·河北好
人”推选发布活动，推动城乡基层、各行
各业推选出1.5万余名“身边好人”，全年
已有 360 人入选“河北好人榜”，在全社
会传递了向善向上的正能量。

好人是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
观。“他们来自基层群众，让人们感到典
型就在身边、核心价值观就在眼前。”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戴长江
介绍，2018 年以来，河北好人的推选更
注重时代性、及时性、群众性，进一步强
化社会导向，扩大社会影响，吸引社会广
泛参与。好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
人人践行核心价值观、争当时代新人的
生动局面。

一月一发布，每月30人
——立足城乡基层、各行

各业，推出更多彰显时代精神
的身边好人

2018 年 12 月初，在无极县东中铺
菜市场，卖鸡蛋的摊主吕保民和妻子又
开始像之前一样摆起了摊。“老吕，病好
了吗？”许多商户和市民特意过来看看。

吕保民放下手里的鸡蛋，和大家打
招呼，“放心吧，没事儿啦，身体已经完全
康复啦。”

2018 年 9 月 8 日早 7 时许，无极县
东中铺菜市场熙熙攘攘，热闹繁忙。一名
男子手持匕首，抢夺一名妇女的挎包，旁
边一个 20 来岁的小伙子躺在地上，鲜血
流了一地。

“把刀放下！”正推着鸡蛋筐的吕保
民正好路过，疾步上前，拽住抢包男子的
背包试图将其制服。几近疯狂的抢包男
子挥舞着匕首向吕保民乱刺。虽身中 5
刀，吕保民仍紧追不舍，最后终于在热心
群众协助下将歹徒制服。

勇斗歹徒，毫无惧色，吕保民的“老
兵”本色，感动了无数群众和网友。

一年来，我省以敬业奉献、创新创业、
环保脱贫为重点，共选树“时代新人·河北
好人”360名，同时推动行业典型选树，发
布30名“河北好人·环保卫士”，在全社会
树立了鲜明的价值导向。一大批彰显时代
精神的身边好人被推选出来，郭鹞、卢勇、
张铁兵、吕保民、吴洪甫、沈汝波等 51 名
河北好人入选“中国好人榜”。

作为中小企业负责人，卢勇坚信“只
要坚持梦想，没有什么不可能”——

为了让航天器太阳能电池上的“护
身铠甲”实现中国造，20 年来，秦皇岛星
箭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勇不断创
新、奋斗，终于生产出合格的抗辐照玻
璃，一举打破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

作为基层科技推广工作者，饶阳县林
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张铁兵决心“发展一个
好产业，带领乡亲奔小康”。他在全省首次
成功种植大棚葡萄，随后在当地大力推

广，20多年如一日，进村入棚为农民传授
技术、指导生产，足迹踏遍全县村村落落。

他钻研出多种适合当地的设施葡萄
种植技术，仅多膜覆盖保温技术一项，就
使设施葡萄每亩增收 1 万多元。饶阳县
设施葡萄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一跃成为
全国最大的设施葡萄生产基地。

先进的典型，时代的楷模。“他们展现
了社会思想道德主流，营造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德行天下的社会氛围。”一月一发布，
每月 30 人，一年来，河北好人如“群星灿
烂”，照亮了河北的星空和大地。

聚焦身边普通人，挖掘日常平凡事
——层层发动、层层推荐，

由广大网民参与投票评议

秦皇岛市先茂里社区，一提“老党”，
许多居民都会想起沈汝波。他就是群众
身边的共产党员。

退伍军人沈汝波生前是秦皇岛市海
港区一名普通居民。社区党支部原书记
李春洁说，小区花园里杂草丛生，他去修
剪；别人遛狗留下的粪便，他弯腰清理；
邻里家庭闹矛盾找他来劝，就连有人立
遗嘱，也找他做见证人⋯⋯

这个居民们口中的“老党”，在 18 岁
时就许下诺言，立志“一生要做 10 万件
好事”。直到58岁因罹患重病去世，40年
里，他不忘初心，践行初心，持之以恒地
为群众做好事，善举汇成了江河。

聚焦身边普通人，挖掘日常平凡事，
我省在省市县乡村五级层层评选“身边
好人”，坚持到百姓中去挖掘典型，到基

层一线去寻找榜样，把推荐、评议、宣传
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基层群众中去，
发动更多的群众参与活动，特别是调动
广大网友和基层干部群众的参与热情。

谁是“河北好人”？群众说了算。在
“河北好人”评选中，每月 11 日至 25 日，
省文明办在“文明河北”公众号开设“河
北好人”投票页面，公示各市和社会推荐
的候选人事迹材料，接受网民投票评议。

去年，经过层层发动、层层推荐、广
泛评议，我省城乡基层、各行各业推选出
1.5 万余名身边好人，其中，360 名群众
身边可亲、可近、可学的先进人物入选

“河北好人榜”。
吴桥县安陵镇蔡庄村村民蔡士学，

黑黑瘦瘦，摘下眼镜，穿衣打扮和普通农
民没啥两样。可在群众眼中，他是传播农
业技术知识，带农致富的“土专家”。

靠土办法种地只能是地里“刨食”，
怎么才能种出点名堂？蔡士学平时没事
就捧着各类农业科技报刊看，碰到不懂
的就往县农业局跑，向专家们讨教，看到
好品种就自个儿试验一把，试验好了再
向大伙推广。后来县农业局也把一些新
品种、新技术放到他家地里试验，并获得
了“科技示范户”的荣誉。

自己富了，怎么带着大家一起富？
2009 年，蔡士学在吴桥县工商局注册成
立了“吴桥县士学粮棉专业合作社”，承
担着吴桥县农业局育种实验示范推广项
目。合作社成立以来，他起早贪黑、专心
经营，为全县种植户增收超亿元，在全县
起到了示范作用。

农民离不开敬业奉献的身边好人

蔡士学，而唐山市丰润区新军屯镇里堡
寨村，“80”后孙鑫，因孝老爱亲成为全村
人学习的典范。

她孝敬公婆，用心照顾生病的公公，
毫无怨言。在公公突发疾病、医院束手无
策之时，她和丈夫一起夜以继日悉心照
料，3个多月终于使公公转危为安。

“谁都有老的那天，老人为家操劳了
一生，到了晚年需要陪伴和照顾。”孙鑫
说，“这些年来，公婆对我也很好，我特别
知足，一家人幸福比啥都重要。”

凡人善举，一件一桩折射美德阳光；
朴实话语，一点一滴汇聚榜样力量。身边
的“河北好人”，让广大群众感到社会上
还是好人多，在全社会营造出好人就在
身边的浓厚氛围。

传播好人故事，弘扬好人精神
——打造展示平民英雄的

舞台，让更多人了解好人、学
习好人、争当好人

“我是来自承德的鲍守坤，是一名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方式，用全
世界通用的行动‘爱’，来为社会传递正
能量的志愿者。”

“我叫刘长英，1984 年嫁到唐山古
冶区前岳各庄村。35 年来，我不但帮丈
夫家还清了大额欠款，抚养丈夫的三个
弟妹，并全部培养成大学生，而且与丈夫
白手起家，经过多年打拼，我家从全村最
穷的困难户变成了拥有多家企业的致富
模范家庭。”

⋯⋯
2018 年 5 月，全省 11 个设区市、雄

安新区和定州市、辛集市开展了“德润燕
赵”先进典型基层巡讲活动。“中国好人”

“河北好人”⋯⋯我省各条战线的好人代
表，开展基层巡讲760余场次，30万余人
次现场聆听感受道德力量。

“这些身边好人让我明白了‘勿以善
小而不为’的深刻意义，打动着我，鞭策
着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他人
不仅可以为别人的生活送去一片阳光，
也 可 以 找 到 属 于 自 己 的 充 实 与 快
乐。”⋯⋯网友们纷纷写下感言，表达出
以好人为榜样、学好人、做好人的心愿。

我省着力打造展示平民英雄的传播
平台，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好人故事，使好
人承载的价值力量、道德力量、精神力
量、人格力量广泛地发散出去、有效地传
扬开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好人、学习好
人、争当好人。

省文明办在河北日报等省直主要媒
体开设专栏、增设专版，常态发布先进典
型事迹。同时，推动各地在公共文化场馆
设置道德模范事迹专题展览，搭建 500
多个社区多媒体党报宣传栏、3.2 万余个
善行功德榜，为基层群众学习先进模范
提供了日常化、生活化常设载体。

廊坊市文明委从“廊坊市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救助基金”拿出 100 万元资
金，为 43 位生活困难的道德建设先进典
型提供一次性救助。

沧州“好人后援会”吸纳 180 家单位
和 6000 名志愿者参与，开展“十帮”服
务，免除“好人”后顾之忧。

全社会礼遇，让争做好人成为风尚。
2018 年，我省管好用好河北省道德基
金，安排专项经费组织慰问，落实礼敬礼
遇各项举措，在全社会树立起“好人好
报、德者有得”的鲜明价值导向。

本组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近日，邢台市桥东区拥军东街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家园图
书室读书。近年来，邢台市桥东区大力开展社区文化家园建设，
将社区文化阵地打造成“公共客厅”，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目前全区52个城市社区已全部达标建成社区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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