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里拆除违建，拓出公共活动

空间，私搭乱建场所改造成了休闲小

广场……对于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天湖

苑社区平顶山学院家属院的居民来

说，小区旧貌换新颜，环境卫生得到很

大提升，生活舒心多了。

平顶山学院家属院建于 1985 年，

共有 9 栋楼、288 户居民。2020 年，新

华区将其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改

造后家属院水电管网入地，居民广场

等配套服务设施到位，大家有了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院内拆墙透绿，环境卫

生得到提档升级。“老旧小区改出了居

民文明美好新生活，也带动了居民共

同维护小区环境卫生的积极性，美好

家园要共建共享。”3 月 28 日，西高皇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沈方方说。

2019 年 10 月，我市启动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改造

项目 763个，惠及居民 110629户，累计

完成投资 15.5 亿元。“老旧小区改造

‘改’出了居民幸福感，满足了群众对

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推动了城市更

新与文明建设。”市住建局局长黄建军

说。

老旧小区改造改出的美好，群众

看在眼里，也带动了不少人积极参与

创文等社区建设。家住新华区曙光街

街道曙北社区15号院4单元的李春花是

该街道的一名“鹰城大妈”，3月28日，她

正带领其他居民一起打扫小区卫生。

15 号院建于 1979 年，属于典型的

老旧小区，过去环境卫生条件很差，

2019 年新华区将其纳入老旧小区改

造，2020年改造完成后的 15号院焕

然一新。“现在我们这个院既有历

史厚重感，又有现代文明氛围，大

家越来越喜欢这个院子了。好环

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我们这些

退休人员主动加入‘鹰城大妈’队

伍，参与创文等基层社区治理，为

了创文一起干。”李春花说。

春天的 15 号院生机盎然，清新舒

适，3 月 28日，居民蒋娇在收拾家门口

摆放的花架上的鲜花和绿植。“小区改

造好后，大环境变好了，社区还用花架

帮我们打造了小景观。我们要各负其

责，把各家门前的花架打理好，卫生搞

好，让小景观彰显大文明，传递正能

量。”蒋娇说。（本报记者 毛 玺 玺/文

姜涛/图）

整治人居环境 提升文明素养
3 月 29 日，在湛河区曹镇乡杨西

村，74 岁的村民谢香云一起床就忙个

不停，整理屋子、打扫院子。

“你看俺村现在干净又漂亮，乡亲

们都不好意思再乱扔垃圾了。”的确，

如今的杨西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干

净整洁、村内道路整修一新、“壹亩荷

香”生态园游人不断、村内小河清水

潺潺……

“是呀，村里都干干净净的，咱自

己家不更得干净整洁嘛！”说话间，又

有几位村民出来倒垃圾。

“人居环境整治，不仅让村庄实现

了一眼净、全域美，而且激发了群众主

动参与环境整治、自觉维护整治成

果的内生动力。”湛河区农业农村

和水利局局长魏增江说。

人居环境“质量指数”连着群众的

“幸福指数”，体现着城市的文明程

度。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把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

体行动之一，主要领导多次动员部署、

督导调度，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全域化，“治理六乱、开

展六清”。截至目前，全市 2556 个涉

农行政村实现整治行动全覆盖，已清

理垃圾堆 42.21万处、坑塘 1.94万个，整

治乱搭乱建 2.9 万处，整治残垣断壁、

空心院 5.3 万处，整治规范集镇市场

895个，植树种绿 221.7万棵，农村人居

环境不断向好发展。

各级党政一把手真抓实干，基层

党员干部冲锋带头，村民也从刚开始

的“站着看”变成了后来的“争着干”，

卫东区成立 24支农村“党员突击队”，

出动近万人次参与农村人居环境集

中整治；湛河区曹镇乡彭庄村群众

经常在微信群里提建议、晒图片，

微信群成了“大家事情大家办，方

法有错大家提”的新平台，村里的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也实现“干部

干、群众看”到“群众跟着干部干”

的转变，全市上下形成了“人人有

责、人人参与”的共建共享良好氛

围。

“现在环境好了，咱村也成景点

了，亲戚朋友来俺家倍儿有面子。”在

新华区焦店镇郏山阳村南广场上，几

位村民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带来的新变化。

（本报记者 孙聪利/文 姜涛/图）

3月 29日上午 8点，新华区曙光街

街道曙北社区 60岁的刘素霞，穿上带

有“鹰城大妈”标识的红马甲，提着装有

宣传单的袋子，又“上岗”了。当天，她

要和曙北社区其他“鹰城大妈”一起对

片区的商户进行创文宣传；同时她还要

当好“啄木鸟”，紧盯社区创文工作，发

现问题随时督促整改，不能解决的及时

上报社区。

2021年 10 月 18 日，我市以新华区

为试点启动“鹰城大妈”志愿服务活

动。当天，500名“鹰城大妈”代表统一

着装集体亮相。如今，新华区“鹰城大

妈”已发展到1000多人。

“感谢区督导组积极推进此事，感

谢你们为群众解决难题，由衷感谢！”

近日，卫东区居民“小宝”个区创文办

发去了一封感谢信。此前，“小宝”通

过该区创文办“你来拍，我来改”通道

反映：华灿光明城市有个垃圾站，经常

半夜收垃圾，影响群众休息，希望协调

收垃圾时间。随即，该区创文办组织

创文督导组到现场查看，要求相关街

道及时清理垃圾，并悬挂“禁止倾倒垃

圾”指示牌，“小宝”反映的问题得到了

圆满解决。

去年6月 13日，卫东区创文办为激

发市民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热情，启动

了全民“你来拍，我来改”活动，针对不

文明行为以及市容环境存在的问题和

短板进行曝光，截至目前已收到问题诉

求23个，整改完成23个。

“东安路南段原帘子布厂铁路专

用线人行道盖板破损，影响行人出

行。”70 多岁的退休职工马大爷拨打

12345 电话反映这一城市建设问题。

市热线办将这一问题梳理到《热线

周报》后，很快引起了我市主要领

导的重视，批示有关部门尽快

消除安全隐患。“修得真好！

真为这河两岸的居民办了件

实事好事。”过路市民刘红称

赞道。

文明城市人民建，建好

城市为人民。刘素霞、“小

宝”、马大爷本是毫无关联的

三个人，可是他们却因文明城

市创建连在了一起。自开展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来，我市

群众主动积极参与其中，同时我市

各级各部门也积极带动引导群众发

挥力量，形成了共建共享的全民创文

格局。

（本报记者 王代诺文/图）

文明创建，新风扑面：农村人居环境干净了，家就要更整洁；城市老旧小区变美了，居民自发行动共同维护美好

家园；餐桌文明入脑入心，公勺公筷、“光盘行动”蔚然成风……

如果文明有能量，那一定是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和见贤思齐的感召力，引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向着光、追逐光、成

为光、散发光。点点微光，汇聚成璀璨的文明星河，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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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上午 11点多，位于市区建设路

西段的大秦宴已经迎来了不少顾客。走进饭

店，墙上醒目的位置挂着“珍惜粮食，杜绝浪

费”“禁止吸烟”等宣传海报，公勺公筷是每张

餐桌上的标配。“顾客点餐时，我们的服务员

都会提醒按需适量点餐，尤其是主食方面，像

油泼面、臊子面、肉夹馍等都可点小份。”该店

总经理周启航告诉记者。

13点 30分，巴奴火锅名门天街店内依然

热闹，门口“巩固国卫文明创建”示范店的牌

子格外醒目。店内备菜区干净整洁，几位工

作人员正在认真备菜。在手机点餐页面，记

者看到大多数菜品可以选择“小份”。“我们建

议每人点 2 至 3 道菜就可以了。”服务员说。

点完餐，服务员又贴心地送上清洁盒，方便存

放果皮残渣。

“我觉得文明餐桌很有必要而且效果明

显，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公勺公筷成了大家

的共识。现在在外边吃饭时，很少遇到不文

明行为。”用完餐的市民张女士在服务员的帮

助下将剩菜打包。

在湛河区南环路街道程庄社区，麻辣

烫、米线、热干面等各式小吃店分布在狭窄

的街道两侧。馆子虽小，但文明用餐的提醒

一样不少，有的店内还贴着文明诚信经营倡

议书和文明餐桌公约。

近日，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联合

市商务局举行“反对浪费崇尚节约”制

止餐饮浪费倡议活动，倡议全市各餐

饮经营单位传承传统美德，营造节约

氛围，创新服务方式，提升管理水

平，诚信守法经营，要求 80余家会员

单 位 在 店 内 显 著 位 置 张 贴 倡 议

书。

小餐桌，大文明。《平顶山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去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倡导和鼓励市民树立文明、健康、

理 性 、绿 色 的 消 费 理 念 和 生 活 方 式 ，在

多 方 努 力 下 ，我 市 餐 桌 文 明 已 蔚 然 成

风。

（本报记者 张超/文 王尧/图）

激发参与热情 构建文明格局

“珍贵的荣誉不仅是我前行的动力，同

时也不断鞭策我精益求精，在平凡的岗位上

作出不平凡的成绩，更加广泛、细致地投入

到帮残助残工作中。”3 月 29 日上午，“感动

鹰城”2021 年度人物、市残联退休干部卢雪

梅感慨道。

1991年，卢雪梅从武汉工学院毕业到市

残联工作。她竭尽所能推动着助残扶残爱心

工程：参与完善我市覆盖残疾人教育全过程

的救助体系，使全市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率达 95.9%；创新残疾人工作方法，解决我市

796名重度残疾人托养问题；连续 3年被评为

市优秀公务员，获得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市第二届脱贫攻坚“鹰城榜样”先进个人

等称号。

为充分发挥榜样人物的示范带动作用，

市残联多次开展“感动鹰城”先进人物学习活

动，我市广大残疾人工作者纷纷表示：“卢雪

梅日复一日，踏踏实实，不怕困难，一心致力

于残疾人事业，还开创了残疾人同步工作法，

令人敬佩。”“我一定以卢雪梅为榜样，坚守初

心，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卢雪梅这种迎难

而上、顽强拼搏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

习。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践行到工作中、生活

中”……

一个榜样就是一面旗帜，一群典范影响

一座城市。

近年来，我市致力于打造“首善之区、好

人之城”，秉持“选树一个，带动一批”的宗旨，

常态长效推动各类文明评选活动迸发广泛、

巨大文明能量。道德模范、“乡村光荣榜”表

彰，“感动鹰城年度人物”评选，“鹰城好人”

“新时代好少年”推荐等文明典型选树活动，

发掘典型人物逾千人，带动崇德向善的文明

行为在鹰城大地蔚然成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回信

中所说，榜样能‘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

善’。文明评选活动是文明培育的重要载体，

这不仅对先进人物自身是一种激励，更能引

导广大市民见贤思齐，筑牢全市文明‘根

系’。”市文明办有关负责人张瑛辉说。

（本报记者曹晓雨 /文 牛智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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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如画

心情如花

改造老旧小区 共享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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