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主编：王永宏 责任编辑：王翔6 2023.9.20
河北经济日报 衡水 E-mail：hbjjrbhs@163.com

“““““““““““““““““““““““““““““““衡水市紧紧围绕“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共同富
裕，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要求，努力构建布局合
理、配置均衡、服务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持续
推进县乡村养老服务三级网络建设，满足广大老年
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本报讯（记者卢婉凤）9月12

日，记者从衡水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召开的“衡水市养老服务

能力提升”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以来，衡水市民政局全面落实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共同富

裕，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要

求，精心谋划、狠抓落实，攻坚克

难、扎实推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工程、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工程两项民

生实事圆满完成既定目标，养老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一人一档”1434户
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

衡水连续两年将特殊困难老

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列入民生实

事，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范围内

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和

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中的高龄、失

能、残疾老年人进行居家适老化

改造。完成以上人群家庭适老化

改造的县（市、区），按照相关要求

将改造对象范围扩大到城乡低保

对象中的高龄、失能、残疾等老年

人家庭，并不断延伸优化改造内

容，持续改善老年人居家生活照

料条件，提升养老服务品质。

该市按照自愿、安全、便利、

经济的原则，充分考虑特殊困难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制定了《居家

适老化改造项目和老年用品配置

清单》，并确定4个类别的政府补

贴项目和7个类别的自费项目，

为改造对象提供了充足的选择空

间。同时，对全市特殊困难老年

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项目

实行表单化管理，实行“一人一

档”，从改造申报、资格审核到上

门评估、项目施工，再到最后的检

查验收，每一个环节都详细录入

改造档案。截至目前，衡水全市

实际完成改造任务1434户，占年

度任务目标的102.4%。

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训
让“养老”变“享老”

为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满足

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衡水市民

政局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将

文化程度高、业务能力强、爱岗敬

业的高素质人才作为重点培养对

象，定细则、定内容、定成绩，完善

工作机制。重点培训《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消防法》《食品卫生

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法律意识；

重点培训养老护理员职业道德、

职业守则，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

照护特点，老年人常见冲突和压

力处理方法等专业知识，提升养

老护理员业务能力和水平。

目前，衡水市已经完成新增

等级认定养老护理员129人，超

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14人，占年

度任务量 112%。全市 1243 名

养老护理员，均已完成“岗位大练

兵”培训和县级培训。

此外，今年7月31日，衡水

市民政局、衡水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衡水市总工会、共青团

衡水市委、衡水市妇女联合会联

合举办了2023年衡水市养老护

理职业技能大赛，共有来自13个

县（市、区）的29名选手参赛，推

荐4名选手参加全省养老护理职

业技能大赛，其中1名选手获全

省技能大赛优胜奖，实现了以赛

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

促建，形成合力推动养老护理员

队伍建设的良好局面。

持续推进县乡村养老
服务三级网络建设

今年以来，衡水市民政局持

续推进县乡村养老服务三级网络

建设，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县乡

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实施方

案》。自年初起，在县一级，着力

确保每个县至少有1家县级特困

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敬老院）加挂

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牌子，并

具备行业管理、技术指导、应急支

援、培训示范等功能。在乡镇一

级，通过拓展乡村养老机构服务

功能或新建养老服务设施的方

式，建设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健全

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等综合服务

功能。在村一级，采取“三个鼓

励”的方式，鼓励相邻或相近的村

联合建设区域性农村互助幸福

院，鼓励农村互助养老设施与其

他公共服务、社会福利设施共建

共享，鼓励支持设置邻里互助点，

探索农村“抱团式”养老。

目前，全市13个县（市、区）全

部建成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乡镇

（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79个，

覆盖率67%，农村互助幸福院（邻

里互助点）数量达到3148个，覆

盖率70%，努力构建布局合理、配

置均衡、服务完善的养老服务设

施网络，有效推动城乡基本养老

服务均等化，不断满足广大老年

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本报讯（记者卢婉凤）9月12

日，记者从衡水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召开的“衡水市市域内优

质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帮扶改革”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衡

水市教育局将推进市域内优质基

础教育资源共享帮扶机制改革作

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

好。目前，该项改革全面深入实

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普通

高中学校共享帮扶改革深入推

进，19所公办普通高中逐一建立

结对帮扶机制，县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一体化管理实现全市

698所学校全覆盖。

衡水市教育局新闻发言人、

副局长苏志强介绍，衡水市教育

局着眼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

等化，起草了《关于建立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帮扶机制促进基础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根

据方案，从2022年开始，用三年

的时间推进全市基础教育优质资

源共享帮扶改革，加快缩小县域

之间、城乡之间、校际办学差距，

推动基础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

均衡迈进。

为推进市域内优质基础教育

资源帮扶改革，衡水市委、市政府

领导多次组织协调调度，听取改

革推进情况汇报，及时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市教育局

党组专题研究部署，多次调度深

入推进，建立共享帮扶工作月报

制度，随时了解掌握各地各学校

工作进展，持续推动共享帮扶工

作落地见效；全市共建立共享帮

扶工作专班37个，累计交流管理

人员和教师4181人（其中普通高

中学校交流管理人员190人、教

师1381人，义务教育学校交流管

理人员199人、教师2411人）；市

县教育行政部门、共享帮扶学校

坚持以教师、校长交流轮岗盘活

师资，以落实激励保障政策激发

教师原动力，以经费保障机制托

底共享帮扶，对派出帮扶人员，既

保证其享受派出学校在职期间同

等待遇，又在绩效津贴等方面给

予倾斜支持，保障共享帮扶工作

顺利推进。

为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帮

扶多维度实施，衡水不断拓宽路

径，坚持充分整合市域内优质基础

教育资源，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形

成全市一盘棋，整体推进共享帮扶

改革。市对县帮扶突破市县二元

壁垒。发挥衡水中学、衡水市第二

中学、衡水市第十三中学等市直高

中学校和市区义务教育学校示范

作用，建立市与县之间学校结对帮

扶关系，3所市直高中对口帮扶4

所县办高中，2所市区义务教育学

校对口帮扶相对薄弱的县域中小

学。县对县帮扶结对提高“县中”

水平。发挥武邑中学、冀州中学等

县办优质高中学校示范带动作用，

建立县与县之间普通高中学校结

对帮扶关系，6所县办高中学校对

口帮扶6所相对薄弱的普通高中

学校。县域内帮扶整体促进优质

均衡。发挥县市区优质学校示范

辐射作用，在县域内大力推行集团

化办学、学区制管理、学校联盟、委

托管理、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的办

学模式改革，进一步提升薄弱学校

办学水平。

此外，为促进薄弱学校办学

水平全方位提升，衡水市紧紧围

绕提升学校发展水平的建设性要

素，从学校发展理念、教师队伍管

理、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丰富帮

扶载体并开展针对性共享帮扶，

切实提高帮扶成效。

苏志强表示，通过开展共享

帮扶，被帮扶学校发展理念得到

更新，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得到

加强，管理方式得到优化，教育教

学质量得到提升，使广大学生享

受到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接下

来，衡水市将督促指导各地各学

校进一步创新帮扶形式，细化帮

扶措施，提升帮扶成效，促进全市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衡水推进市域内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帮扶改革

武强：打造乡村振兴“文化粮仓”
238个村全部建起农家书屋

本报讯（通讯员樊加伟 王
永双）“小区内运动场附近的灯

有些暗，居民晚上遛弯很不方

便，存在安全隐患。”前不久，家

住冀州区湖滨社区阿卡丽亚湾

小区居民通过电话向社区网格

员反映了小区照明问题。社区

网格员接到群众反映后立即到

现场进行了核实，确认情况属

实后第一时间在“智慧冀州”平

台进行了上报，问题很快得到

了解决。

这是冀州区充分发挥智慧平

台作用，着力解决百姓急难愁盼

问题的一个集中缩影。今年以

来，冀州区统筹打造全域社会治

理综合服务平台，全力推动“城市

大脑”建设，通过构建“大数据+

人工智能+文明创建”模式，为城

市管理和市民服务插上了“智慧

翅膀”。

据“智慧冀州”平台负责人毕

丽丽介绍，该平台强化数字赋能，

实现了全区人、房、地、事、情等信

息资源与平台的融合联动，让问

题“看得见、接得住、管得好”，让

城市管理更有温度，同时也促进

了居民文明素养的提高。

“这个平台真正让社区群众

做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

社区’，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我对

解决好居民‘烦心事’，当好居民

‘贴心人’更有信心了。”冀州区春

风社区党支部书记刘霞说。

截至目前，该区依托“智慧

冀州”成立社区网格员382人，

处理民生实事1500余件。下一

步，“智慧冀州”平台建设将把增

进群众福祉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 着力解决“堵”的问题，持续

整治“乱”的现象，扎实做好“美”

的文章，全面推动实现更高水平

宜居宜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

2023衡水湖首届开渔节启幕
本报讯（记者张文婧 通讯员周津）9月 16日，

2023衡水湖首届开渔节在衡湖湾码头启幕，祭湖仪

式、授开渔旗仪式、歌舞表演……精彩的节目吸引了

众多游客观看，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头鱼头鱼，年年有鱼！”从衡水湖捕捞上来的“头

鱼”，就着新鲜劲儿直接下锅，厨师们现场烹饪“头鱼

宴”，“头鱼”寓意吉祥，让游客们不仅讨个“好彩头”，

还能一饱口福。

为进一步改善衡水湖水域生态环境，延长水生生

物资源修复期，恢复衡水湖渔业资源，结合有关专家

建议，衡水湖2023年度开湖捕捞时间调整为9月16

日至10月26日。

本报讯（记者卢婉凤 通讯员张正阳）近日，“冀信

2023”衡水市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决赛在中共衡水市委

党校举办。

本次赛事由衡水市委网信办主办，比赛采用

AWD（Attack With Defense）攻防模式进行技能

实操竞赛，综合考察各参赛队伍运用网络安全知识技

能、开展网络攻防实战的能力。

此次竞赛为该市网络安全从业人员及高校学生

搭建了一个展示水平、比拼技艺、交流提高的平台，进

一步扩大了“冀信”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在衡水市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充分发挥了网络安全竞赛在提升全社

会网络安全意识、促进网络安全技术交流、提升网络

安全管理防护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为优化全市网络安

全环境，提升衡水市网络安全整体防护水平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冀信2023”衡水市
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决赛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焦明瑞 刘鲜）日前，经过共青团

衡水市委的精心选拔和培训，2200余名优秀青年成

功入围2023“衡马”志愿者行列，为2023衡水湖马拉

松赛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第三站）提供志愿服务。

为切实做好今年马拉松赛事志愿服务工作，团市

委提早谋划、周密部署，对接赛事组委会确认志愿者需

求情况，多次召开“衡马”志愿者专题会议，与衡水学

院、衡水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院校对接开展志愿者选拔

工作。学生们积极报名，经过体能测试等环节，一支高

质量、高效率、高水平的赛事志愿服务队伍集结完毕。

衡水市2200余名
“衡马”志愿者集结完毕

近年来，高新区景芝源灵芝种植专业合作社

采取“合作社+农户种植”的运营模式，积极引导农

民发展特色灵芝种植、生态研学旅游。如今，已发

展为占地100余亩、拥有12000平方米标准棚室的

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现代农业观光采摘园。图为

村民正在采收灵芝孢子粉。 张梅胜 摄

近日，国网深州市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

来到深州市工业园开展上门走访，主动了解企业

用电需求，对企业用电设备“把脉问诊”。截至目

前，该公司对辖区内108家企业进行了用电检查，

累计下达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12份。图为共产党

员服务队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用电需求。 付英 摄

近日，桃城区西军卫村的红薯迎来大丰收。今

年以来，桃城区因地制宜，积极引导传统农业集约

化、规模化发展，通过市场化经营，促进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截至目前，桃城区共种植红薯 841.6

亩。图为村民用红薯收割机采挖红薯。 王鑫铭 摄

本报讯（记者邢梅智 通讯员

贾枭梦 苏小立）近日，记者走进

武强县街关镇贾庄村的农家书

屋，只见桌椅摆放整齐，书籍琳琅

满目，村民、学生们正在认真阅读

图书。

“我家养鸡有几年了，经常到

村里的农家书屋看一些有关养殖

的书，能学到很多养殖知识。”村

民贾占辉说。

近年来，武强县不断满足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整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与农家书屋的资源，实现资源

共建共享共用。该县不断完善农家

书屋建设，配足配齐各类书籍，最大

限度发挥农家书屋作为基层文化阵

地的作用，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

文化需求，将农家书屋打造成乡村

振兴的“文化粮仓”。

为规范管理农家书屋，该县制

定了《农家书屋管理制度》《农家书

屋图书借阅制度》《农家书屋管理

员职责》等工作制度，并贴在墙上，

选择有一定文化和责任感的群众

做管理员，保证书屋每周开放5

天，方便群众借阅。此外，该县还

利用农家书屋开展宣讲、阅读等各

类活动，最大限度发挥农家书屋作

为基层文化阵地的作用。

目前，该县238个村全部建

有农家书屋，图书种类涵盖农业、

科技、文化

等 各 个 领

域，满足了

群众多样化

的精神文化

需求。

→学生正在翻看图书。

村民带孩子在书屋看书村民带孩子在书屋看书。。贾枭梦贾枭梦 苏小立供图苏小立供图 村民在书屋看书村民在书屋看书。。

衡水提升服务能力让“养老”变“享老”

冀州：数字赋能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