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霍文龙 通讯员李世维）近日，曲周县河南

疃镇东水疃村王清献在镇村干部、司法所的人员见证下，与

同村李新超达成和解，两人握手言和，多年矛盾终于化解。

上述的一幕，得益于曲周县推行的“五步走”调解模式。今

年以来，该县抓实“心事双解”这个信访工作人员和信访群

众的共同目标，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实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诉前调解、

法律诉讼“五步走”的工作模式，打造“各负其责、上下联动、

多元化解”的调处机制。

曲周县信访局长李连江介绍说：“群众有了矛盾纠纷，

通过以道理服人、以政策示人、以法律管人，实现了矛盾纠

纷多元参与、‘一站式’化解。”

今年以来，该县通过“五步走”模式共调处基层矛盾纠

纷400余起，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曲周推行“五步走”模式
实现群众“心事双解”

本报讯（记者张隽 武萌）
“一到节假日，园博园游客多了

不少。生意好，我们的日子越

来越红火！”天气晴朗的周末，

邯郸园博园西湖码头上游客络

绎不绝，在这里经营游船项目

的邯郸市复兴区齐村村民赵自

强高兴得合不拢嘴。

随着园博园的火爆，紧邻

园博园的齐村乘势而为，通过

打造工业风街道、戏台、小吃街

等特色项目，发展起了生态乡

村旅游，让村里的人气愈发兴

旺。村民赵自强也看准商机，

在园博园西湖边经营起了码头

游船项目。

近年来，邯郸市复兴区坚

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

在厚植生态底色基础上，不断

探索实践。近日，复兴区成功

入选了全国第六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这一荣誉的取得是复兴区在构

筑绿水青山、推动“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

山”）转化和建立长效机制等方

面的有力见证。

壮士断腕
优化绿色产业体系

“我们主要生产高铁、地

铁，还有轨道交通的预埋线，现

在企业拥有75项自主知识产

权国家专利。”河北宏贯路桥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强介绍，

企业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生

产方式，可以使耗能减半、产量

增倍。

今年以来，复兴区4家企

业成功申报专精特新企业，河

北宏贯路桥科技有限公司成功

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复兴区作为传统老工业

区，曾经钢铁、煤炭、化工、建材

等行业发达，但是偏重的产业

结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

的发展模式一度让复兴区发展

受阻。告别污染，拒绝落后产

能成为复兴区的当务之急。

“我们累计压减钢铁产能

477万吨，煤炭、焦炭产能317

万吨，火电产能5.1万千瓦，高

标准完成省市安排的产能压减

任务。”复兴区发展和改革局党

组书记王子明说，截至目前，复

兴区共拆除取缔“散乱污”和

“两高一低”企业861家，拆除

各类违建7000余处，腾退土地

1.5万亩。

不破不立。复兴区坚持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双向发力，确立了“钢后

延伸”及高端装备制造、生态文

旅康养、新经济、现代汽贸、现

代物流五大产业体系。

帕克轨道交通、海盾智联

等一批生态友好、竞争力强的

产业项目在复兴区落地投产。

今年前三季度，复兴区共签约

32个项目，总投资额319.5亿

元，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03.2

亿元，同比增长6.2%，位列邯

郸市第一。

生态修复
绿水青山入画来

初冬时节，游客漫步在沁

河郊野公园的乡间小道上，看

小桥流水、赏芦花遍野。

“原来这片都是一些工矿

企业，粉尘比较多。现在水清

了、岸绿了，家里老人孩子都喜

欢来公园玩儿。”市民吕女士告

诉记者。

近三年，复兴区为实现天

蓝、水清、地绿目标，将煤矿、铁

矿、渣山全部废除，打造了以康

湖生态文明示范区、沁河郊野

公园、省园林博览会园区为依

托的邯西生态屏障。“我们沿沁

河打造了槐香柳韵、岩嵛寻芳

等10多个景观节点，带动沿岸

20多个村庄整体提升，塑造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

复兴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海彬说。

经过生态修复，被誉为“鸟

中大熊猫”的全球濒危鸟类

——震旦鸦雀来到沁河安家落

户，成为了当地生态保护的活

指标。

蓝天白云常刷存在感，截

至今年11月 15日，复兴区优

良天数达236天，比去年增加

了15天。

复兴区地表水断面水质连

续多年达标率100%。

三年内复兴区造林10万

余亩，在邯郸市主城区西部筑

起一道生态屏障，全区森林覆

盖率由2016年的21%提升到

现在的51.8%。

绿色生金
构建生态旅游新格局

“村里修了路，又建了游

园，游客越来越多，我把自家小

屋改造成了民宿，一年的收入

比我们在外面打工翻了好几

番。”复兴区康庄乡石坡村村民

姬良秀说。

近年来，石坡村大力建设

美丽乡村，村里打造8家民宿，

逐渐形成“乡村文化+旅游观

光”的绿色生态模式，特色民

宿、农事体验、休闲垂钓等特色

体验让村民在家门口“生金”。

复兴区在科技支撑、品牌

建设、业态培育等方面打好组

合拳，吸引许多企业来考察投

资生态农业项目。

“经过大力推进农业产业

融合项目，吸引了元宝枫产业

园、朝露玫园等超40亿元的农

业产业融合项目，实现了由传

统农业向特色农业、休闲农业、

文旅农业的转变。”复兴区文化

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崔哲

介绍。

全域生态旅游在复兴区蒸

蒸日上。2021年，园博园及周

边景区吸引游客达70万人次，

带动旅游消费约1亿元。园博

园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超过

1000人。

在绿水青山间觅得金山银

山，在“两山”实践中获得发展

先机，复兴区为同类型地区提

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

“两山”实践“复兴”模式，树立

了“绿色发展、跨越崛起”的新

标杆。复兴区委书记李少锋表

示，复兴区将大力推进老城更

新、产城建新、乡村育新，全力

打造现代化生态新城。

近年来，邯郸市复兴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道路，在厚植生态底色基础上，不断探索实践。截
至目前，复兴区共拆除取缔“散乱污”和“两高一低”
企业861家，拆除各类违建7000余处，腾退土地1.5
万亩，成功入选了全国第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真正实现在绿水青山间觅得金山
银山，在“两山”实践中获得发展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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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现身沁河。

复兴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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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武萌 通讯员

武小凯）近日，赵爱国像往日一

样，早早来到村委会，走进挂着

“群众工作中心”牌子的房间，研

究起近日群众反映的问题。

赵爱国是邯郸市广平县十

里铺村的党支部书记，也是该县

十里铺村群众工作中心的常驻

干部。2016年，广平县为进一

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解决

群众反映的问题，该县成立了

县、镇、村三级群众工作中心，高

效化解群众关切的问题。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

的烦心事、揪心事，群众工作中

心既是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

又是调解群众诉求的‘化解平

台’。”赵爱国说。

几年来，村民反映的“急难

愁盼”问题，赵爱国一一解决。

他说：“村里设群众工作中心就

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群众问题，看

到群众在诉求得到解决后露出

满意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

大鼓励。”

“县、镇、村三级群众工作中

心的高效利用，不仅实现了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还大大提

高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效率。”广

平县信访局局长马永存说。近

年来，广平县镇级、村级群众工

作中心直接或间接解决了800

余件群众的烦心事，群众满意率

达98%。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提升调

解质量、提高群众获得感，该县

在保持原来三级群众工作中心

机构机制不变、人员不动的基础

上，从分类引导、要事解决、三级

调解等八个方面优化运行机制，

同时充实人员力量，聘请2名专

业律师常驻县群众工作中心，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

此外，该县还进一步建立健

全对干部的培训制度、工作制

度、考核奖励制度、提拔任用制

度等，提高干部的业务能力，激

励干部的干事热情，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本报讯（记者孟维仑 通讯员崔岩 方文东）初冬时节，

在邯郸市磁县讲武城镇中高录村草莓种植基地，村民们有

序劳作，一派忙碌景象。

“我们发展草莓生产、采摘体验、生态旅游等农旅融合

发展模式，预计年收入30万元左右。”高录村党支部书记王

永旺说。

中高录村流转土地300余亩，投资100余万元，建设8

个温室大棚，采取“党支部+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反季节

草莓种植，壮大集体经济。

近年来，磁县不断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打造种植多元

化、采摘旅游一体化的生态模式，给群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

效益，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

磁县发展特色产业
种出“莓”好新生活

本报讯（记者张隽 通讯员刘书振 郝光谱 李光禄）今
年以来，邯郸市广平县平固店镇周庄村大力开展“四个全

域”专项整治，挤出“碎片”集体土地共计44亩，结合本村实

际，发展致富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周庄村制定规划，积极发展“种养+”模式，先后将收回

的废弃坑塘改造为鱼塘，搞起了鲫鱼和草鱼养殖；将废弃的

养鸡场改造成为养牛场，解决了村民小麦、玉米秸秆乱堆乱

放的问题；在闲置的宅基地上建设了食用油厂和面粉厂。

下一步，周庄村将利用自有的食用油和面粉项目，发展

面条和水饺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壮大集体经济。

广平借助“金边银角”
发展致富产业

近日，邯郸市峰峰矿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获得“邯郸

市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该局一切

从“文明”出发，提倡人性化服务，坚持为群众排忧解难，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与满意度。

武萌 杨宁 摄

本报讯（记者韩晓寒 通讯

员崔岩 冯亚萍 肖海鹏）集中供

暖事关群众冷暖、涉及千家万

户，是当前百姓关心关注的热点

问题。

今年以来，邯郸市磁县把热

源进城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协调华能

邯峰电厂热源公司与志成热力

公司，进一步提升供热能力，确

保今冬供暖采暖和清洁取暖各

项工作安全平稳、正常有序运

行，为广大居民带来更高质量的

供暖体验。

“针对近期群众反映的供暖

问题，我们及时公布供热服务热

线电话，同时，结合供热企业进

行了入户排查，发现部分小区单

元存在堵塞情况，督促供热企业

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我们还会

持续关注各个小区的供热情况，

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磁县住建局供热办主任任

亮说。

连日来，磁县加强对主城区

供暖工作督导检查，协调供热公

司对全县供热问题进行摸排，主

动走访、听取群众反映，并上门

查找原因，及时进行排除，有针

对性地解决问题。

“我们对34个换热站每日

检查，保证换热站运行正常，并

组织6个突击小分队，对有供热

问题的住户上门服务，全力保障

居民供热正常。”华能磁县综合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运行维护经

理张小兵介绍。

把居民冷暖放在心上，把百

姓需要的事情办好，磁县从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出发，及时协

调解决供热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和居民的合理诉求，扎实做好冬

季供暖工作，确保广大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

磁县全面做好今冬供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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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隽 通讯员王倩）“我因病致残，残疾人

证不到一个星期就办下来了，可以尽早享受到了国家的惠

残政策，真是太感谢了！”11月25日，邯郸市丛台区黄粱梦

镇高南村村民李桂芝拿着刚办理的残疾人证说。

据悉，丛台区共有残疾人3万余人，今年以来，丛台区残

联全力推进残疾人办证服务，通过上门评残、集中办证、帮

办代办残疾人证等贴心服务，确保残疾人及时办证，切实打

通高效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

丛台区为残疾人
提供贴心服务

本报讯（记者张隽 通讯员孙媛媛 叶萌）为进一步优化

诉讼服务，实现智慧法院与诉讼服务深度融合，近日，邯郸

市鸡泽法院优化自助服务区，紧盯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通过“线上线下”齐发力，切实提升服务水平，开启服务

新模式，更好满足群众的多元化诉讼需求。

据了解，开启一站式自助服务后，群众在干警的耐心指

导下，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立案。

邯郸市鸡泽县法院院长裴镇洪表示，一直以来，鸡泽法

院积极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努力回应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建成“自助诉讼服务站”，将线下服务向线上服务延伸，将传

统窗口向自助服务延伸，实现诉讼立案自助办，提升诉讼效

率、节约诉讼成本，真正做到“诉讼零等待、服务不打烊”。

鸡泽建成“自助诉讼服务站”

广平群众工作中心解决群众烦心事广平群众工作中心解决群众烦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