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梁冀洲）“以前小区
是水泥路，但破损严重，坑洼不
平，雨天多处积水，出行不方便。
如今，‘创城’让小区环境变了样
儿，路面重新铺了柏油，还规划了
停车泊位，整洁的环境，让人心情
舒畅。”说起身边的变化，兴瓷社
区外贸家属院的居民孙玉晖按捺不
住心里的喜悦。

外贸家属院位于胜利西路，建
于 1998年，共有居民楼 2栋，72
户。小区建成已 25年，是典型的
老旧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楼道
内乱堆乱放，车辆停放无序，让人
头疼的问题随处可见，直接影响着

居民的生活质量。
为了给小区“改头换面”，改

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兴瓷社区结合
小区实际情况，将问题归类总结，
重点围绕车棚改建、规划停车、路
面修缮等问题进行整治。“如今，
小区道路重新铺了柏油，路面干净
整洁，车辆停放井然有序，文明标
语随处可见。环境越变越好。”亢
群英高兴地说。

“创城给小区带来的不仅仅是
环境的改变，更多是居民素质的提
升。”社区干部王延辉说，现在环
境好了，居民都会自觉维护，主动
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小广告，乱堆

乱放、乱扔垃圾等现象越来越少。
同时，居民纷纷加入到社区志愿者
的行列，每天行走于居民区，护卫
小区安全，制止不文明行为。

“为提升居民的宜居环境，我
社区共对外贸家属院，公路站家属
院，食品厂家属院等十个无物业居
民区进行了硬化，亮化，绿化，净
化，美化提升，民意调查满意度
100豫。”兴瓷社区党支部书记巨建
波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从生
活环境、基础设施、创建活动等方
面开展文明创建工作，不断提升社
区文明程度和居民文明素质，共同
打造美丽新家园。”

兴瓷社区：打造宜居小区 提升群众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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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吉书根）邢台市内丘
县獐么乡闫白芷村闫胜国，于
2012 年 3 月被全村 18 名党员选举
为党支部书记被全村群众选举为村
委会主任后，带领”两委”班子首
先解决冬透风夏漏雨，学生上课没
安全保障的破旧学堂问题，在
2013 年将这破旧校舍进行了彻底
修缮，并在这共六间 128 平米的新
校舍里安装上三台空调，使闫白
芷、崔白芷和刘白芷这三个村的
52 名小学生，搬进了宽畅明亮冬
暖夏凉的新校舍。

2014 年 3 月，他同”两委”
组织群众从村西那高处水源好的地
方开始，一直到村下那 150 亩耕地
比较集中的地方，修建了一条
2000 余米长的水渠，有利的解决
了全村群众浇地难的问题。

2017 年闫白芷村以前出村到
村东内白公路上去，都得经过漫水
路面，一遇下雨或洪灾就不能过路
面回村，给孩子们上学和群众进出
村遭成很大苦恼。于是在 2017 年闫
胜国经”两委商量决定，争取上级水

利部门资金 70 万元，修建了一座
35 米长 4.5 米宽的钢筋水泥桥，解
决了全村人的出行难问题。

2018 年他在新农村文明建设
中，带领“两委”人员在村口修建了
一个 200平米的健身广场，使群众
的身体能得到了煅炼。在这年 10
月，他为了让全村党员有一个开会
学习的活动场所，拿出自己的水浇
地给群众换了一块适合盖房的旱
地，并得到上级资金补贴 8万元，在
村口北边的地方盖起了三大间 114
平方的党员活动室，使全体党员和
群众有了集中开会和学习的地方。

2019 年为保护群众的房屋和
耕地不再遭受每年的洪水灾害，他
组织人员修建了从村西到村中的护
村护耕地大坝高 4 米宽 2 米长 800
余米，随后又从村口至村下耕地的
外围打坝垒墙高 4 米宽 2 米长 400
多米，有利地保护了群众的房屋和
耕地。并在这年将村里的宽 2500
平米长 1000 米的街道进行了硬化，
使那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光
景成为了历史。

2020 年 10 月筹资 8 万元，组
织人员在村口北边盖起了三大间
114 平方的党员活动室，使全村党
员和群众有了集体学习和讨论事情
的场所。

去年，他不但解决了群众晚上
路黑不易出门，在大街上按装上
72 盏路灯，还引进外资 300 万元，
建起了两个大型养猪场，使村集体
从此有了经济收入。

今年春天，他带领班子成员组
织群众拆除废旧房屋 78 间，改造
露天旱厕 86 个，使全村群众都用
上了干净卫生无味的水冲厕所。

今年四月，他同班子人员商量
决定，利用本村河槽浅不用深挖就
能见底的优势，投资 4万元雇用挖
掘机将河槽进行挖掘整理。到目
前，已挖掘整理修建成了两个长
50 米宽 30 米水深两米的游乐场，
现在每天都有当地和外地游客，到
此乘坐着两艘游玩小船在水中游
荡。闫胜国一心提升全村群众生活
水平的精神，受到全村党员和群众
的一致赞扬。

为群众办实事的好支书

本报讯 （郝月 刘媛媛）
近年来，多肉植物凭借迷你的
外形、软萌的长相俘获了不少
消费者的心。官庄镇庆源村的
李少华，经过多年摸索，靠着
发展多肉种植，打造了属于自
己的“致富花园”。

在李少华的多肉种植大棚
内，多肉植物生机勃勃，春意
盎然。对于自己一手建立起来
的多肉种植基地，李少华对多
肉种植有着不少自己的见解。
“多肉对光照要求极高，因此种
植多肉最难掌握的是对光线的
控制，需要以白天通风夜晚保
温的方式来养植多肉，并且用
含碱量低的水来浇灌，让多肉
呈现出最美的姿态。”李少华介
绍说。

他的种植基地有四个大棚，
每个大棚都是一亩左右，多肉
品种有冰魄、香水、劳尔锦等
三四十种，种植数量高达 150
万株，随着多肉花卉种植规模

的不断扩大，多肉主要是以物
流方式发往云南市场，年销售
额可达三四十余万元。随着多
肉植物的市场需求不断提升，
“多肉”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
了，在“肉粉圈”里，流行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多肉”
的说法，这也让李少华对多肉
种植更加充满信心。

“接下来，我打算继续扩
大基地规模，增加多肉种植品
种，引进绣球无尽夏和长寿花
等。同时，免费培训村民多肉
种植培育技术，自己致富的同
时，带动村民就业增收。”李少
华表示。

近年来，内丘县通过“公
司+农户”的形式，引导农民
发展多肉植物特色种植，打造
乡村农旅融合新业态。同时，
结合市场需求采取“线上、线
下”的销售模式，把多肉植物
销售到省内外，促进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多肉”敲开致富门

（上接第一版）当地负责同志报告：
最初“就水治水”，迟迟不见效。
遵循总书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的
理念，深刻认识到问题表现在湖
里、根子在岸上，治沙造林、防治
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等多管齐下，成效明显。

乌梁素海边，当地人把“山水
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印在标
牌上，也印刻在心间。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水林田
湖”，加“草”，又加“沙”。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
调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
257.37 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
积的 26.81%，主要分布在三北地
区。

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防
沙治沙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也正因如此，东西绵延 4400
多公里的“三北”工程被誉为中国
的“绿色长城”，“生态治理的国
际典范”。

一走进新华林场，就会感受到
人和时间的力量。

杨树、柳树、苦豆子、紫穗
槐、杨柴……一众乔木灌木，顽强
地向贫瘠的土地扎根，坚韧地向上
生长。

深一脚浅一脚，总书记走进正
在治理的沙地，久久端详着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栽种的树，颇为感
慨：“像‘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干成。”

望向一排屹立在沙丘上的杨
树，当地干部说，看得见的是傲然
挺拔的杨树，看不见的是年年反复
补种，直到成林后，宛如一道水
闸，牢牢把沙漠固定住。这，是治
沙人的韧劲。

走向一丛稠密的杨树，熟悉林
草的专家说，为了提高成活率，当
年植树用的是扦插法，治沙人把整
捆的树苗插在沙子里，密密麻麻长
在一起，就像一堵绿墙。这，是治
沙人的狠劲。

林场里的老职工说，过去人工
种树很辛苦，白天黑夜地在沙地里
弯着腰挖坑、栽树、浇水，“种一
棵树要磕三个头”。这，是治沙人

的干劲。
“三北”工程背后，是多少感

天动地的英雄故事。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到了

“三北精神”，并深情讲起他见过的
那些用一辈子去坚守的治沙人：宁
夏“治沙英雄”王有德，甘肃八步
沙林场“六老汉”，塞罕坝林场望
海楼的护林员夫妇……

正是无数平凡的他们，以尺寸
之功积累千秋之利，创造了世界上
最大人工造林面积的绿色奇迹。

“这件事不能歇脚，不能松
懈。”

考察中，总书记将防沙治沙比
喻成“滚石上山”，“稍不留意大
石头就滚了下来”，并语重心长地
说：“搞生态文明建设，上要对得
起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下要对我们
的子孙后代有所交代。”

不可须臾懈怠，必须只争朝
夕。

总书记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
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
迹”。

阴山下、黄河边，领悟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关于“六个必须坚持”

的论述，我们对报告中的这个论断
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万事万物是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
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
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
展规律。”

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时，
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重视生态环
境保护，既讲人定胜天，也讲人水
和谐。”

治水如此，治沙亦如此。讲
“人定胜天”和讲“天人合一”，并
不矛盾。

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
心的沙盘前，总书记驻足良久。从
历史沿革到山川地理到工程技术，
总书记详细听取介绍，思考着“天
下黄河，唯富一套”的内在机理。

“总干渠—干渠—分干渠—支
渠—斗渠—农渠—毛渠”，河套平
原上的 7级灌排体系，如人体血脉
般延展扩散。在这拥有 1100 多万
亩耕地的平原上，竟有灌排渠道
10.36 万条，总长 6.4 万公里，相
当于地球赤道的一圈半。随着西高
东低的地势，黄河之水自流灌溉，
润泽沃野，筑就秀美粮仓，成就了
人水和谐的典范。

“开渠的人，千古留名、青史
留名啊！”“它将来会作为百年、
千年基业留下来的。”总书记赞叹
道，“看到灌渠建设，我很感慨，
一个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
件，再一个是几千年勤劳勇敢的中
国人民的创造，非常可贵。”

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天
下黄河为何唯富一套？答案就在于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然之力。

正是基于此，谈治水，总书记
提醒：“河套地区条件得天独厚，
虽然不缺水，但也要节约水资源，
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
业，不能搞大水漫灌。”

谈治沙，总书记叮嘱：“既不能
在不适宜的地方改造沙漠，也不能
观望、畏手畏脚。有些沙漠改不好、
改不了，不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
这句话的背后，还有一句话：“人
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也
是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中国智
慧。

跟着总书记感悟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

我为群众办实事

【文明县城创建】

本报讯（本报通讯员）在
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先进事
迹重要批示发表七周年之际，
今天上午，“重温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批示，传承李保国精神，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太
行泉城、美丽邢台”建设座谈
会在内丘县岗底村举行。

座谈会上，省、市有关专
家、李保国精神研究会会员讲
述了李保国教授的感人事迹，
与会人员表示，将继续传承弘
扬李保国精神争当乡村致富领
头羊，扎实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推动李保国精神在邢襄大地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续写乡村
振兴新篇章。

【内丘县侯家庄乡岗底村
果农 刘海燕】李保国老师给
我们传授的技术，使我的生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买了车，
住上了楼房，生活很幸福。我
们要通过李老师的技术，把我
们的苹果园管理得更好，生产
出更多更好的优质苹果，这就
是对李老师最好的回报。

李保国团队核心成员、河北农
大研究员郭素萍和部分李保国
精神研究会专家们认为，李保
国教授 35年带领太行山人民走
向富裕的足迹，实际上就是乡
村振兴之路。李保国给岗底村
留下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更是岗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
法宝。今后，岗底村将不折不
扣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
神，时时刻刻把李保国精神学
习好、传承好，建设更加美丽
幸福的新岗底。

【内丘县侯家庄乡岗底村
党总支书记 杨双牛】我们要
深刻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精神，把弘扬李保国
精神落实到工作实践中去，始
终坚持把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做
好推动山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
展，让李保国精神在新时代迸
发出更耀眼的时代光芒，为
“太行泉城、美丽邢台”城市品
牌建设，贡献岗底力量。

“传承李保国精神”座谈会
在内丘县岗底村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