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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凯）4月3日，景县
梁集中学组织师生奔赴阜城本斋纪念
园，开展了以“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
代新人”为主题的远足活动，以实际行
动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

晨光初照，景县梁集中学的校园
里，同学们身着整齐校服，精神抖擞。

“传承红色基因”的旗帜迎风招展，伴随
着《映山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等激昂的红色歌曲，同学们开启了
四个多小时的远足活动。一路上，他们
步伐坚定、相互鼓励，当“本斋纪念园”
的牌楼映入眼帘，队伍自发安静，形成
静默方阵。

在松柏环绕的陵园前，全体师生
庄严肃立，在纪念碑前，大家怀着崇
敬之情敬献花篮、集体默哀，深切缅

怀马本斋烈士。学生代表刘鑫磊献
词，表达了对先烈的感恩和肩负使命
的决心，誓要接过历史接力棒，传承
红色基因。

景县梁集中学副校长李凤松表
示，本斋纪念园是重要的精神灯塔，马
本斋司令员带领回民支队书写的传
奇，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他激
励同学们将活动感悟转化为学习动
力，在复兴征程中书写青春华章。

活动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先进个人王志杰老先生深情讲述
回民支队的英勇事迹，让师生们深
受震撼。随后，在他的引领下，同学
们瞻仰纪念碑、走进烈士纪念馆，珍
贵的文物和感人的故事，让大家深
刻体会到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和牺

牲精神。
“此次活动是对同学们身体的锻

炼、心灵的洗礼和意志的磨练，是一堂
生动的思政课，更是景县梁集中学深
化红色基因传承工程的生动实践。”景
县梁集中学校长殷海军表示，景县梁
集中学将持续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教
育内容，让革命薪火在新时代青少年
中永续传递。相信在红色精神的指引
下，同学们定能在民族复兴征程中奋
勇前行、书写辉煌。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景县梁集中学举行远足活动

4月2日，记者走进武强县北代镇
南代村，探寻其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
密码。沿着干净整洁的街道行走，法治
元素如春风化雨般浸润每个角落。法
治文化广场前，几位村民正围坐在宣
传墙画前，晒着太阳聊着天；主街道两
侧，普法宣传标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

自治——

村民唱主角
共绘治理同心圆

南代村党支部在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村规民约，激发了群
众主体作用。村民们既是村规民约的
执行者，又是监督者，形成了“人人自觉
遵守，人人相互监督”的浓厚氛围。

几年前，两户村民因房屋界限不
清起冲突，调解员贺进水耐心地测量、
沟通，邀请长者、“法律明白人”参与，最
终达成协议，成功解决了纠纷。双方签
订协议，握手言和。南代村“有事好商
量”的自治成效，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按照党员干部带头、群众自愿的
原则，南代村组建了矛盾纠纷调解、
环境卫生维护、致富帮扶互助、农业
技术指导、文化道德宣传、治安维稳
巡逻6支群众工作队，成立了红白理
事会，组建了联合调解组织，实行网
格化管理。

在矛盾纠纷调解队中，老党员贺
进水可是个“金牌调解员”。“咱们都是
乡里乡亲的，有啥话不能好好说？来，坐
下喝杯茶，慢慢聊。”贺进水总是用这样
朴实的话语，化解一桩桩邻里纠纷。

法治——

基层化纠纷
筑牢稳定压舱石

“过去遇到纠纷，大家要么忍气吞
声，要么大动干戈，现在可不一样了！”
村民们感慨道。南代村成立了由村党
支部书记任组长的法治乡村建设领导
小组，积极对接镇法律服务中心，每季
度为村民们开展一次普法培训，每半
年开展一次普法宣传活动。如今，遵法
守法已成为南代村的新风尚。

2021年6月，武强县法院在南代
村设立了矛盾纠纷联合调解室，实现

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
“三调联动”。村联合调解室由人民法
庭+村“两委”+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
顾问+“N”组成。“N”包括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乡贤能人，从政策、法律、情
理多个角度调解纠纷，让群众听得懂、
记得住。为确保依法依规依程序解决，
每个案件、每个环节都和法律顾问或
法庭干警保持沟通，做到调解全过程
都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符合公序良
俗。

南代村调解室的墙上挂满了锦
旗。“这个调解室可是我们的‘金字招
牌’。”南代村党支部书记赵士勋自豪
地说，“2022年全市政法系统还在这里
开过现场会呢！”

德治——

积分变甘霖
润泽乡村文明花

在南代村，“道德评议+积分”管理
模式让法治行为有了“量化标准”。村民
参与矛盾调解、法治宣传等活动都能
获得积分，凭积分可以兑换米面油等
生活用品。“大家都抢着学法律、当调解
员。”村民宁正友因协助调解邻里宅基
地纠纷获评“法治示范户”，兴奋地说，

“这既能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又能提升
自己，一举多得！”

此外，清理房前屋后垃圾、参加公
益劳动、参与反邪教宣传等也能获得
积分。“你看，我打扫卫生又积了10
分！”村民康恩谦乐呵呵地展示着自己
的积分卡，“房前屋后干净了，还能兑换
酱油、醋，多好的事儿呀！”

南代村还成立了道德评议会，建
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通过评选五
好家庭、好婆婆、好儿媳等活动，以家风
促民风，以民风促村风，营造健康向上、
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这些举措在全
村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2019年，南代村被评为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2023年以来，村里没发生
过矛盾纠纷，实现了微事网格解决，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站在法治文化广场前，望着村民们
幸福的笑脸，赵士勋深有感触地说：“党
建引领‘三治融合’，让南代村一步步蜕
变。未来，我们要继续探索乡村治理的
新路子，让南代村成为乡村振兴的‘排
头兵’！”

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密码
——走进武强县北代镇南代村

本报记者 崔朋玮

本报讯（记者孔颖）随着天气转暖，
夜间出行的市民逐渐增多，然而，流动摊
贩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扰民、交通堵
塞等问题也随之而来，成为城市管理的
难点。为进一步打造整洁有序的夜间市
容环境、保障市民夜间出行顺畅，近日，
衡水市城管局综合执法支队全力规范夜
间餐饮业占道经营行为，守护城市“烟火
气”和文明秩序。

在衡水学院附近，小吃摊位前欢笑
声、吆喝声此起彼伏，为城市增添了浓
浓的“烟火气”。“您的摊位请规范设置，
不要影响他人出行。”“请保持摊位整
洁。”……作为市容管理主管部门，市城
管局执法人员化身“夜市管家”，针对和
平西路、大庆路、新华路、胜利路以及衡
水学院周边、商场等人流量大、商业密
集的路段，通过增加定点值守时长、加
强夜间巡查频次、合理规划巡查路径等
多种方式，对夜间流动摊贩、店外经营
等行为进行实时管控。

在巡查的过程中，执法队员们坚持
人性化管理，耐心细致地与商贩沟通，解
释政策、答疑解惑、劝导不文明行为，努
力争取商贩对执法工作的理解与认同，
从而主动配合执法工作，自觉进入正规
市场合法有序经营。截至目前，共规范管
理占道经营187次，引导流动商贩进市
场49次。

市城管局：

规范夜间餐饮占道经营

本报讯（记者韩敏）近日，桃城高新
区河北华美天成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作业，一片
繁忙景象。

河北华美天成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侯志超介绍，项目总投资1.1亿元，
占地面积30亩，新建生产车间、库房、研
发办公楼等设施，总建筑面积1.45万平
方米，主要生产不锈钢原材料及高端制
品。目前，生产车间钢构主体、研发办公楼
二次结构施工已全部完工，预计6月份建
成投入运营。

“项目之所以能推进得如此快，这得
给咱桃城高新区管委会点个赞。”说起桃
城高新区管委会的贴心服务，侯志超感触
良多，“去年7月拿到开工许可证，我只需
把资料准备好，其余什么都不用管，特别
省心。”

“我们把民营企业家视作城市‘合伙
人’，有需必应、无事不扰。”在施工现场，
桃城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积极帮企业协调解决用水、用电、用工等
难题，审批有速度，办事有态度，服务有温
度，全面护航项目建设“加速跑”，推动项
目建设“天天有进展、周周有变化”。

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营商环境的
优化。桃城高新区不仅通过“一对一”帮跑
帮办的方式，为园区企业提供“有呼必应，
随叫随到”的贴心服务，还充分发挥“园区
好管家”牵线搭桥的重要作用。去年以来，
桃城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召开企业座谈会，
积极促进工程工艺相近的企业互助合作
的同时，帮助上下游企业对接合作、拓展
业务，推动上下游产业项目协同发展。

目前，河北华美天成金属科技有限
公司分别与河北太和电气有限公司、河北
信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顺隆千业河北科
技有限公司等8家下游企业达成合作。

“今年以来，我们聚焦主责主业，全
力抓招商、建项目、优服务，推动园区做大
做强。”桃城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白宏旺
表示，他们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丰富
不锈钢产品矩阵，填补我市高端不锈钢制
品及精深加工的空白，为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蓄势赋能。

桃城高新区：

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加速跑”

街道上的普法宣传标语。

积分超市。 崔朋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