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顾大鹏 付高磊 刘
凤吉 记者冯喆）为推动精准助残服务

工程，切实增强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

迁西县残联精准识别服务对象，多元、

有序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

针对残疾人居住分散、托养服务成

本高等问题，该县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

究制定托养服务工作方法，确定以“居家

托养服务为主、心理关怀疏导为辅”的托

养服务工作原则。同时，依托全国残疾

人动态更新管理系统筛选有服务需求的

残疾人，实地进行走访，确定了新集村、

南刘庄村等地托养服务对象23名。服

务人员上门帮助托养服务对象，定期为

残疾人提供血压、心率以及血糖等重要

生理指标的测量服务。截至目前，累计

开展居家托养服务50余人次。

本报讯（通讯员杨欢 记者金宗明）今年以来，唐

山高新区在“谋”字上下功夫，在强链、补链、延链上谋

篇布局，制定了《高新区重点产业强链补链延链实施

方案》，明确主攻方向，构建“6+9”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唐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亲自挂帅，

担任产业链的总链长，5名班子成员分别担任焊接、

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应急装备及零部件、高端及成套

设备制造、电子信息及仪器仪表等5条优势产业链的

链长，以产业链龙头企业为引导，推动相关企业进链、

融链、延链、补链、强链；商务、发改、科技、京唐智慧港

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大数据

存储与应用等4条未来产业链链长，以招引产业链龙

头企业为重点，推动产业聚集。此外，还建立了“一链

一案”“一链一图”“一链一策”工作推进机制，研究制

定产业链工作计划和产业链图、技术路线图、应用领

域图、区域分布图，定期会商并协调解决产业链发展

中的困难问题，精准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成立产

业强链专班，形成产业链企业和需求台账，重点通过

开展精准撮合对接，提升产业链配套能力。在此基础

上，引导相关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创新链、资金链

企业入驻高新区，为产业链企业提供精准帮扶，从而

推进区域特色产业形成，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6 2022.6.2
河北经济日报 唐山

执行主编：张光明 责任编辑：钱玉 E-mail：hbjjbbjb@163.com

本报讯（记者杨雨熹 通讯员

王双利 赵金萍）“哪里有需要，我

就去哪里。”“守护家园，我们责无

旁贷。”“我是党员，我先上。”……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遵化

市 750 支 注 册 志 愿 服 务 队 、

119321名注册志愿者，冲在防疫

一线，为这座全国文明城市增添了

一道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他们

热心帮助市民解决操心事、烦心

事、忧心事，一股股志愿暖流汇聚

成守护城市的大爱，激活了遵化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池春水”。

整合资源、健全体系
不断壮大队伍

今年以来，遵化市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盖建

设为基础，以志愿服务活动为支

撑，以志愿服务品牌为抓手，打造

起“15分钟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圈”，近12万名志愿者活跃

在城乡各个领域，让志愿服务成

为干部和群众的“连心桥”。

为壮大志愿服务组织体系，

该市还成立了市志愿服务总队，

建立由市委书记任总队长，乡镇

街道、市直单位“一把手”任支队

长，下属单位、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任分队长的三级志愿服务组织

体系，把党政群团的组织优势和

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结合起来，

画出了一个党政引导、社团组织、

全民参与的“志愿同心圆”。

搭建平台、完善网络
拓宽服务范围

“志愿服务不是某个节日的

活动，只有常态化开展，才能融入

百姓生活，才能把志愿服务精神

发扬光大，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

和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遵

化市文明办负责人郭亚静说。

该市将每周的周末定为志愿

服务日，围绕乡村振兴、环境治理

等方面，开展“访千楼万家、创文

明城市”、党员“双报到”、爱国卫

生运动等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

同时，该市还打造了“一网、一微、

两群”4大信息平台，不断拓宽志

愿服务范围，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使参与志愿服务成为时代风尚。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该市组建

社区卡点先锋队，90个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的833名党员对204个

无物业小区进行设卡布控。组建

社区楼门先锋队，4386名党员、干

部担任楼门长，开展居民登记排

查、防疫知识宣传等工作。

在遵化，越来越多的市民加

入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开展文明

交通志愿劝导、慰问现役军人家

属、暖冬行动等志愿服务系列活

动，参与志愿者达10万余人。

立足需求、打造品牌
提升影响力

群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延伸

到哪里。遵化市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结

合起来，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从市直单位特色志愿支队的

“理论宣讲团”“青燕归巢·兴遵有

我”“追忆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巾帼创业就业”，到社会志愿

服务组织的“为老人送上暖心饭”

“中医药文化进基层”“扶危助困”

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者们纷纷深入社区、乡村、

学校、田间地头各展所长，用爱心

为构筑“文明遵化”添砖加瓦。

通过持续深入的广泛动员和

各项志愿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

遵化市形成了党员、社区、职工、

青年、巾帼、“五老”、扶残助残等

各类特色志愿服务队伍。邱凯、

李文涛等6人荣获“河北省优秀

志愿者”称号；“魅力遵化志愿行”

“创城有你 爱溢遵化”“三百关

爱”等4个项目被评为省级优秀

志愿服务创新项目；水务青清、敬

老爱心服务站、第三中学火炬学

雷锋志愿服务队被评为省级志愿

服务组织；文化路街道玫瑰园社

区获评志愿服务示范社区。

迁西:百姓“微心愿”党员帮实现
本报讯（通讯员顾大鹏 温

鑫 赵彬 记者冯立华）“我小儿

子患有先天听力障碍，希望能够

给他买一些康复教科书。”“我希

望给老伴儿配一副老花镜，让他

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更好地去

记录、编写迁西的美丽风景和人

文趣事。”“我患有严重关节炎，

导致出行困难，希望能得到一

把轮椅。”……今年以来，迁西

县创新开展“百姓‘微心愿’、党

员帮实现”活动，精准快速保障

困难群众的基本需求，切实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截

至目前，第一季度征集的240个

“微心愿”在发布后48小时内全

部完成。

“线上+线下”，广泛征集“微

心愿”。以县、乡、村三级网格平

台为依托，以留守儿童、孤寡老

人、困难群众等群体为重点服务

对象，“线上”采取公众号、电话、

网站等形式征集，“线下”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践行

初心使命、增进鱼水深情”主题实

践活动，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

地头、走进百姓家中，广泛征集群

众关心的小诉求、小困难、小心

愿。对收集到的“微心愿”进行汇

总整理分类，根据“微心愿”的内

容、心愿发布人的家庭状况等各

项因素，最终确定第一季度“微心

愿”240个。

“平台+接单”，认领点亮“微

心愿”。构建发布、认领、反馈全

流程信息化平台，制作“微心愿”

动态二维码，内容包含乡街名称、

村（居）名称、基本情况介绍、微心

愿内容、联系人、联系电话、完成

时限等7项基本情况，并通过微

信群、公众号等方式向社会公开

发布，方便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

和爱心人士通过手机端“码”上认

领，快速完成“接单”，“一对一”进

行精准服务。

“管理+积分”，做优叫响

“微心愿”。制定《心愿统计表》

《党员认领表》《心愿完成表》等

一整套档案记录，对每个“微心

愿”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管理。

建立“微心愿”党员积分管理制

度，为每名党员制作一个《党员

微心愿积分卡》，按认领内容、完

成时限、帮助对象满意度等几个

方面设定分数，所得积分计入

“党员分层积分、量化评星考评

管理”日常积分项，对表现突出

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评选表

彰。常态化开展“微心愿”活

动，定期发布本期“微心愿”，并

同步征集下期“微心愿”，形成

“征集—发布—点亮”的良性循

环。目前，第二季度“微心愿”正

在征集中。

“““““““““““““““““““““““““““““““今年以来，迁西县创新开展“百姓‘微心愿’、党员
帮实现”活动，以县、乡、村三级网格平台为依托，“线
上+线下”广泛征集“微心愿”，精准快速保障困难群众
的基本需求，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遵化：“志愿红”激活社会治理“一池春水”

玉田
今年已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8个

本报讯（通讯员苗凯 记者闫航）玉田县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抓机制建设、抓招商引资、

抓项目建设、抓纾难解困、抓优化环境等5项举措使

该县项目投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抓机制建设。该县结合县域实际，拿出专项资金

对完成好、进步快的单位予以奖励，有效激发了各级

各单位抓投资、上项目、稳市场的积极性；抓招商引

资。该县坚持“外引”“内强”相结合，积极开展项目推

介和洽谈，持续向内挖掘既有企业“技改扩建”“二次

创业”增量。今年以来，该县共开展招商接洽活动

150余批次，专题推介会2次，累计签约引进亿元以上

项目18个、总投资129.87亿元；抓项目建设。该县严

格落实“清单推进、层级调度、领导分包、双向制约”机

制，1—4月份，共纳入市重点项目30个、计划总投资

296.14亿元；抓纾难解困。全县54个重点项目、171

家重点企业全部落实“六包”责任制，跑出玉田助企纾

困、促进发展的“加速度”；抓优化环境。该县全力推

行“四上企业培育”“二次创业”等县级扶持政策，切实

将政策“红利”送到企业手中。

方地 关注

唐山高新区
推进产业强链补链延链

丰润区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

做大做强花卉、苗木等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图为该区石各庄镇刘辛庄村农民在管护花卉。

朱大勇 摄

本报讯（通讯员刘孟伟 记者金宗
明）今年以来，路南区残联在全市率先推

行“一会一家一队”基层残协改革创新，

即残疾人协会、残疾人之家、志愿者助残

服务队。该区不断强化10个村（社区）

残协组织规范化建设，建立“关爱我的残

疾人邻居”志愿者服务队，创新“网格+

助残”服务新模式，扎实推进“人在网格

走，事在网格办”疫情防控常态化助残帮

扶机制。全区建立134支志愿助残服务

队，在册志愿者1337名，为残疾人提供

购物、购药、送餐以及发放辅助器具等帮

扶服务2200多人次，让残疾人足不出户

就能得到社区的关爱和照护。

路南区创新
“网格+助残”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郭强 记者闫航）今年以来，迁安

市积极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依托金融机构专业化、综

合化服务优势，通过组织各金融机构认真开展“大帮

扶、大包联、大服务”行动，常态化组织银企对接，全员

包联市场主体，结合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资金

现状和融资需求等，“一企一策”解决融资难题，全力

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通堵点、解难点，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互动、健康发展。

日前，迁安市政府与工商银行唐山分行签订了双

方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拟为迁安专项安排总量200亿

元的金融支持，积极助力迁安经济发展。截至目前，

迁安市共有886名银行工作人员参加“包联”活动，包

联企业1352家，行动开展以来共支持企业展期34家，

金额5.6亿元；续贷131家，金额22.5亿元；降息28家，

节约利息40.6万元；新增贷款92家，金额15.6亿元。

迁安政银企对接促发展

滦南县大力发展奶牛养殖

产业，全县建成300头以上的规

模养殖场 147 个，年存栏奶牛

10.4万头，年产鲜奶43.7万吨，奶

牛养殖总量和牛奶产量居河北

省第一位，是全国奶业十强县。

该县引进并建成了蒙牛乳业（滦

南）有限责任公司，拥有无菌生产

线18条，日处理鲜奶能力1100

吨，日产能力1081吨。该公司与

当地奶农签订收购合同，有效稳

定了牛奶价格，助力当地奶牛养

殖户增收。图为工人在生产线

上紧张有序地工作。

张永新 摄

丰南区：让百姓更有“医”靠

本报讯（记者杨雨熹 通讯员李远）
近日，为加强项目施工的安全管理，及

时消除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中国二十

二冶曹妃甸生态城市政工程项目部针

对施工现场进行了一次全面安全文明

施工自查活动。项目部领导班子结合

集团公司及路桥公司安全生产的要求，

立即开展施工现场安全施工隐患的自

查自纠工作，督促现场安全施工。要求

施工队在抓工程质量、进度的同时，时

刻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不断增强安

全生产意识。

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生态城
市政工程项目部开展安全施工自查

迁西县残联
科学开展托养服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杨雨熹 通讯

员张威 万丽丽）面对严峻复杂

的疫情防控形势，古冶区始终

把就业工作放在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首要位

置，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搭

建平台、拓宽渠道，多举措稳住

就业“基本盘”。

为满足企业和各类单位

用人需求，该区广泛征集就业

岗位，在汇总用人单位日常用

工需求的基础上，组织工作人

员深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征

集就业岗位，共征集就业岗位

4717个。进一步完善就业政

策措施，认真落实企业吸纳就

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灵活就

业社保补贴等优惠政策，深入

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

1—4月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389 人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40.4%。

古冶区积极搭建就业平

台，精准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

依托社区就业工作服务平台，

开展送岗位、送政策上门援助

活动，走访服务对象 635 人。

搭建“线上”对接交流服务平

台，分行业、分类别推送招聘信

息，开展“春暖农民工”服务行

动，利用微信公众号发布适合

农民工就业的工作岗位 121

个。举办“就业援助月”等多期

线上专项招聘活动，提供就业

岗位5141个。同时，该区还创

新招聘模式，开展网络“直播带

岗”，65家用人单位参加首次

直播，提供岗位697个，实现了

用人单位“招人有路”，求职人

员“足不出户”。

古冶区精准发力托稳就业“基本盘”

5月份以来，冀东油田井下作业公司紧紧围绕

月度生产任务目标，不断加快生产运行节奏，提高

作业效率，保证重点井施工进度，为油田油气生产

提供有力保障。图为该公司员工正在作业施工。

杨军 陈会永 摄

本报讯（通讯员张旖旎 田
强 记者冯喆）近年来，丰南区

为有效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持续加大财政投入，

全面改善基层就医环境，形成

了“小病不出村、乡，常见病不

出区”的就医新格局。

筑牢基层健康“第一道防

线”。在丰南区东田庄乡崔庄

户村的卫生室里，诊疗室、治

疗室、药房等功能分区规范有

序，虽然是村级卫生室，但更

像 是 开 在 家 门 口 的“ 小 医

院”。该区按照“抓两头带中

间”的工作思路，对村集体产

权卫生室实施了三年行动计

划，每年投入100余万元，对基

础条件薄弱的村卫生室进行

重点修缮，对基础条件较好的

100 个村卫生室进行精品打

造。每年拿出100万元专项资

金，组织开展集中培训，提升

乡村医生的业务水平和服务

能力。

打通百姓看病“最后一公

里”。“通过脑CT可以排除肿

瘤和出血，早晨出现的意识模

糊情况和脑供血不足有关，建

议先留院观察。”75岁的李先

生因突发疾病被家人就近送到

丰南区小集镇中心卫生院进行

CT检查，丰南区中医院影像会

诊中心的专家线上进行诊断。

“自从我院配备医共体CT远

程影像诊疗系统以来，门诊就

诊人数已经超过1500人。乡

镇医院检查费用低、报销比例

高，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

家服务。”小集镇中心卫生院院

长韩乃良说。据了解，丰南区

在全市率先启用了分别以区医

院、区中医院为中心，连接16

家乡镇卫生院的远程心电诊断

系统，真正实现了网上检查与

诊断。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

提升。两年来，丰南区充分利

用河北省基层卫生人才能力

提升培训项目开展基地式培

养，共组织8名医务人员到河

北医科大学进行理论培训，

370名医务人员在区级培训基

地实践进修。同时，开设“国

医大讲堂”，培养高层次中医

药人才42名。该区以需求为

导向，采取面向高校和社会招

聘相结合的方式，两年来共招

聘专业技术人员219人，其中

硕士研究生17人。积极与京

津冀大医院进行合作，区医

院、区中医院聘请北京阜外医

院、安贞医院等知名专家定期

坐诊、手术、带教，提高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