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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脚下，青山葱茏，层峦叠嶂；
远望，河水清澈,水明如镜……每
天，张科巡山走到河栏镇黄岗子村
周家二组前山的时候都喜欢登上
山顶多站一会儿，看看周围绿绿的
群山，再望望山脚下的汤河水库。
他喜欢置身这青山绿水间，享受拥
抱大自然的惬意。

张科是辽阳县河栏镇林管
站的一名护林员。9 月 9 日一大
早，记者与张科一起到黄岗子村
周家二组前山洼坑地巡山。沿
着一段窄窄的水泥路向上攀登，
山势逐渐陡峭起来。 山下是大
面积的落叶松、油松和红松，郁郁
葱葱。这一片 10.6 公顷的公益
林，就是张科管护的责任区。若
是发现哪棵树生长异常，他都要
及时向林管站汇报记录。一旦发
现有重大病虫害，需要立即逐级
上报。“这个季节最主要的是防治
松材线虫病害。松树一旦得了这
个病，像被开水烫过一样，整棵松
叶变红，死亡快，很厉害。”张科一
边扫视前方的树木，一边向记者
介绍。

护林员的主要职责是森林
防火宣传、禁止乱砍滥伐、保护
野生动物、检查森林病虫害等。
由于河栏镇处于汤河水库上游，
属于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张科巡
护森林同时兼具保护这一带山
体植被、涵养水源的重任。无论
是公益林、经济林还是村民自留
山，都遵照国家法律规定进行严
格管护。

走着走着，进入一片农民自
留山。张科从挎兜拿出卷尺对
一棵树的伐根测量“超粗”，他
说，直径超过 8 厘米树木禁止采
伐，如果发现有采伐，就得及时
上报。张科的挎兜里装着折叠
锯、铅笔、本、定位仪、卷尺、瓶装
水和馒头，还有蛇药和防蚊虫叮
咬的药膏。“巡山很危险，有一次
测量伐根‘超粗’，就在树根上盘

踞着一条蝮蛇，差点被咬到，幸
好躲得快，否则很危险。还有山
上野蜂子和杨树毛虫，蜇人很厉
害。看我胳膊上红肿这一块，就
是前几天被杨树毛虫蜇的，涂
了药膏到现在还没消肿。”张科
撸起袖管露出右胳膊，伸给记
者看。

9月8日，张科刚刚度过他的
40岁生日，当护林员也整整 20个
年头。20 年来，张科每天巡山至
少要走10公里以上的山路，总路
程几乎接近绕地球两圈。张科
喜欢大山，热爱护林员这个职
业。为了巡山，他放弃了客车司
机的工作。他选择留在山里，还
有一个原因是能照顾长年卧病
在床的 81 岁老母亲。妻子也放
弃了自己原来的工作，留在家里
一边经营小卖店，一边照顾病床
上的婆婆。

“我们这里已规划为金宝湾
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保护至关
重要。”让张科感到欣慰的是，这
些年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越来
越强。过去村民养羊是放山上

散养，现在都是主动圈养；过去乱
砍滥伐，现在基本不见了；过去清
明节上山扫墓烧纸，现在经过宣
传教育，也没有了。“村民都把绿
水青山看成财富，把大山看成聚
宝盆，对保护生态都很自觉。”张
科说。

正说着，遇到了村里的包山
大户顾玉鹏。经过 13 年时间投
入，顾玉鹏种植的 700 亩红松，今
年终于见效益了。总计 3万多棵
红松，今年有4000多棵结塔，卖出
了1000多公斤松塔。“今年只是开
始，越往后效益会越好。等这3万
多棵红松都结塔了，每年收益可达
150 万元左右。”顾玉鹏一边喜滋
滋地看着自家渐成规模的红松
林，一边夸张科这些年兢兢业业
护林和对他的支持与帮助。

从另一条山路下山，在山脚
下抬眼见到写有“无论春夏秋
冬，防火在我心中”的红色横幅
悬挂在两棵松树中间。张科说，
自己喜欢大山，喜欢绿水，他将
继续守望好这片青山，看护好这
片绿水。

20年青春无悔 只为那青山绿水
本报记者 郑有胜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自从当上了这
个河长，我每天都要到河岸边来看看，把巡河当
成了我的一项日常工作。”辽阳县柳壕镇孟柳村
村级河长孙春山说。

随着辽阳县河长制工作的深入推进，河流
治理及保护工作全面扎实开展起来。该县构建
以党政领导一把手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落实体
系，健全县、乡、村三级河长组织体系，层层压实
责任，明确县级河长 8名、乡级河长 76名、村级
河长 211名，配备巡河保洁员 119名对全县流域
面积在 1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97条、河流总长
1223公里河道进行巡查及垃圾清理。常态化开
展河流“清四乱”及相关问题排查整治工作。近
3 年来，全县清理整改完成上级部门暗访发现

“四乱”问题 105 处、自查问题 152 处，年均清理
河道垃圾 5万余立方米。

同时，夯实河流管理基础。辽阳县积极推
进“一河一策”方案编制工作，开展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 18条河流划界工作，并启动了流
域面积 10平方公里以上 57条河流划界工作，范
围明确、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河湖管理保护体
系已逐步建成。重点河流巡查管护及落实乡镇
包干经费和乡镇河道垃圾清理专项费用的落
实，为辽阳县河长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制度和
物质保障，真正实现了河道管理长效长治。

抓实河长制
实现河长治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细心的人近日
去辽阳县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时发现，在服务中
心一楼和三楼分别设立了和过去不一样的窗
口：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办不成事”反映窗
口。这两个窗口，是用来负责处理到服务中心
来办事的人未能解决问题而进行投诉和反映情
况的，专门解决行政审批上的“疑难杂症”，以此
加强监督，提高窗口办事效率。

这是辽阳县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积
极创新工作方式，优化营商环境而开展的一项新
的窗口业务，目的是解答个案问题、监督窗口办
事低效问题，改进作风，打造高效的营商环境。

设立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两个“办不成
事”反映窗口，由县行政审批局和县公共行政服
务中心选派工作人员负责该窗口事项。辽阳县
营商环境建设局还专门制定《辽阳县“办不成事”
反映窗口实施方案》，明确负责受理、解决大厅内
及各分中心政务服务事项“办不成事”情形以及追
踪反馈的工作职责，对因政策限制确实办不成事
的，要及时安抚疏导，取得办事申请人理解。

同时规范“办不成事”窗口管理，安排专人
负责、明确办理流程和时限，建立领导窗口值班
制度。对疑难复杂问题实行“首次接触责任制”，
遇有法律政策执行存在争议、难以界定，对社会
影响较大的重大特大问题，或者经过部门党组会
研究无法给出结论以及长期反映的个案问题，由
县营商环境建设局报请县政府研究处理。并对
反映的高频问题从机制上研究解决方案，对工作
落实不力的部门要求限期整改，严重的提交纪检
部门问责，以此推进办事窗口切实发挥服务群
众、解决问题、改进作风、优化营商环境的作用。

“办不成事”窗口
专解“疑难杂症”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为不断深入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辽阳县积极加大资金
投入和农村环境整治力度，在刘二堡镇、小北河
镇、黄泥洼镇、下达河乡、八会镇、隆昌镇、寒岭镇
等13个乡镇建设完成了农村垃圾中转站，以此全
面推进城市管理年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辽阳县在开展“千村美丽、万村整洁”行动
中，结合农村实际，参照“中转（堆沤）站”模式
在全县范围内建设农村垃圾中转站。中转站以
阳光板温室大棚为主，规格为长60米、宽16米、
高6米，地面做防渗处理。目前，13座农村垃圾
中转站全部竣工投入使用。据悉，辽阳县将进
一步完善“户分、村收、镇运、市处理”的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体系建设，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
全面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加速推进乡村振兴的
建设步伐。

13个乡镇
建成农村垃圾中转站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记者 9月 22日
从辽阳县获悉，在刚刚结束的2021中国（大连）
国际服装纺织品博览会上，辽阳县小北河镇被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针织工业协会联合
授予“中国袜业名镇”称号。

袜业产业是辽阳市“三个特色产业”之
一。辽阳县小北河镇历经30多年发展，把小袜
子做成了大产业，现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销
售产业集群。目前，全镇有袜厂200多家，年产
袜子 25 亿双，棉袜产量全国第二，产业规模全
国第四。2018 年 1 月，小北河袜艺小镇被辽宁
省人民政府认定为首批 20 个省级特色乡镇之
一，并入围首批11个省级产业特色小镇创建单
位。总投资1.02亿元、占地74亩的小北河袜艺
城项目，目前已有196家展销企业入驻，为全国
袜业企业提供批发市场、仓储物流、检验检测、
电子商务等服务平台。

小北河镇袜业企业现已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商标 467 个，产品畅销国内外。仅在浙江大
唐袜业城、义乌小商品城就有 100 余家实体店
销售小北河棉袜，小北河袜业年销售额近 5 亿
元。2019年2月，中国一百岁集团总投资50亿
元的辽宁东北亚轻工业产业基地项目落户小北
河镇。

小北河镇入选
“中国袜业名镇”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整
座楼搭满了脚手架，施工人员将一
块块保温材料固定在楼体上，再进
行抹灰罩面……9月22日，记者来
到辽阳县首山镇第二初级中学东
侧看到，原废品公司和带铜厂等老
旧家属楼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同时
楼下原来的违章建筑也在拆除
中 。 到 10 月 底 前 ，辽 阳 县 涉 及
3046户居民、62栋老旧楼、总建筑
面积 248562 平方米的老旧小区都
将改造完成。这标志着辽阳县开
展的为期两年“城市管理年”活动
正在扎实有序推进。

今年以来，辽阳县按照辽阳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精确规
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理念为指
导，扎实推进“城市管理年”活动。
维修改造老旧小区、棚户区和首山
大道，绿化升级人民街，对占道经
商、祭祀焚烧、交通拥堵、车辆乱停
乱放等突出问题逐项整治，全力以
赴治脏乱、美市容、优环境，精心打
造亮丽宜居新县城。

6 月 17 日，辽阳市召开“城市
管理年”活动动员大会后，辽阳县

迅速行动。县委、县政府领导认识
到，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既是市
委、市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又是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的重要载体，更是优化营商
环境、实现生态宜居的重要工作内
容。为确保“城市管理年”活动深
入有序开展，辽阳县专门出台全面

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两年行动
方案（2021-2022 年），提出的目标
是建设美丽、整洁、有序新县城，让
县城更宜居。

为推进全县城市管理工作，持
续优化县域交通环境和人居环境，
辽阳县坚持城市更新。人民街是
辽阳县城主干道，工程人员充分发

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利用双
休日和工作8小时外的时间，加班
加点，既保障道路设施建设如期
进行，又维护正常道路交通秩序，
圆满完成了辖区道路更换隔离护
栏的任务，更换城区主要路段的
道路隔离护栏 6000多延长米。同
时，交警部门还在县城区域内新划
定了482个停车位，清理各种占用
车位行为 78 起，对商业街两侧实
行限时收费管理，彻底解决商户业
主车辆长期占用车位问题，停车难
问题得到了解决。如今，统一更
换后的新式护栏更加坚固美观，
白蓝相间的色调也更加醒目安全，城
市道路面貌焕然一新。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是辽阳县
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和城市更新
的一项重点工作。为更新城市，该
县投入4000多万元对县城62栋老
旧住宅楼进行维修改造，改造的内
容包括楼房外墙做防水和保温，楼
下雨水井和污水井分开，弱电线进
入地下管道，周边道路铺上黑色路
面等。同时拆除住宅楼周边违建、
整合闲置土地建设休闲广场，栽植

绿化苗木，安装健身器材和电动车
充电桩，让群众的幸福感在家门口

“升级”。目前，262处违法建筑被
拆除。前进社区是辽阳县先期改
造率先完工的一个老旧居民小区，
改造后的小区环境好了，居民的素
质也有了明显提高。

辽阳县还将实施北达营棚户
区改造项目，积极筹集、争取资金，
推动实施县城城区内涝治理、首山
大道维修改造、人民街绿化升级、
县体育公园新建等一批城建项目，
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优良的宜居
环境。同时，加快推进城市管理标
准化和智能化。

为打造亮丽宜居新县城，辽阳
县出重拳，对占道经商、祭祀焚烧
等突出问题逐项整治，全力以赴治
脏乱、美市容、优环境。按照“提早
动手、把握实际、精心谋划、早见
效”的工作原则，全面开展城市清
洁行动，对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居
民生活小区等重点卫生死角部位
进行过筛子式的整治清理。目前，
转运积存生活垃圾 140余吨、清理
占道经商2000余次。

精确规划 精致建设 精细管理

辽阳县从“精”入手打造宜居县城

走基层·在一线 ZOUJICENG

聚焦“6个重点”
集中力量办实事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辽阳县聚焦“为群众排忧解
难”“为企业和群众服务”“加快乡村
振兴”“改善人居环境”“帮扶困难群
体和特殊群体”“增强广大群众文明
意识、法制意识、安全意识”6个重点
方面，为企业和群众解难题。

为了让企业方便办事，辽阳县
成立了建设项目指挥中心，建立了
微信服务平台和项目指挥系统，优
化再造审批服务流程，缩减微观管
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实行全程

“店小二”式服务。投资1亿元的辽
阳同鑫环保项目从洽谈到落地仅用
了3周时间，投资企业连连点赞。唐
马寨镇康明村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着力点，
在主街路上投放了110组垃圾分类
桶，在每户村民家门口张贴生活垃
圾分类的指导牌，摆放三个颜色不
同、高低不等的垃圾分类回收桶，指
导村民每天进行垃圾清理和分类处
理，村容村貌得到了大幅提升。

落实“5个一批”
为民办事重长效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不 搞“ 一 阵
风”，坚持“连续剧”。县里把解决
一批实际问题、化解一批矛盾纠
纷、建设一批民生工程、落实一批
惠民政策、建立一批长效机制“5
个一批”作为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要求，让干部们思路更清
晰，目标更明确。

为了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甜水

乡水泉村把修路作为“第一件实事”，
成立了由50多名村民组成的修路义
工队，维修拓宽村路，除去了水泉村老
百姓的一块“心病”。隆昌镇郭家村三
户村民因邻里纠纷失和多年，当地司
法所干部先后4次上门调解，终于化

解了困扰三家多年的矛盾。

建立“3张清单”
明细管理促落实

辽阳县制定《“我为群众办实

事”引导性项目清单》，列举出 100
条实事案例，积极帮党员干部找办
实事的切入点。县里坚持以上率
下，建立了《县级班子成员“我为群
众办实事”工作项目清单》，对县领
导牵头领办的重点民生实事实行

项目化管理。各单位把群众“急难
愁盼”的实际问题列入《“我为群众
办实事”任务清单》，明确解决措
施、责任人员、完成时限，确保实事
办“实”。

刘二堡镇前杜村把“提升草
莓产业收益、做强乡村旅游”作
为办事清单上的“1 号实事”，大
力发展最新品种优质草莓，聘请
国内知名专家讲授新型种植技
术 ，村 民 的 草 莓 收 益 增 加 近 三
成。同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8 月 2 日，前杜村入选第三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成为“国
字号”旅游目的地。

办好“1件实事”
志愿服务暖人心

辽阳县还把全县两万名党员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主力军，号召每名党员至少为
群众办 1 件实事，使“我为群众办
实事”体现在点滴小事和日常工
作当中，让群众感受到来自身边
的温暖。

县人大机关党员干部集资
1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付佳、王洋

（化名）上大学，县政协机关党员
干部利用周末时间到农村动员
群众接种疫苗 5000 多剂，八会镇
榆树村党员徐维斌组织 37 名爱
心人士义务献血 10200 毫升，寒
岭镇孤家子村党员王守伟自掏
腰包 800 多元帮 91 岁的老军人
米玉玺看病，下达河乡党员刘金
良 定期到敬老院帮老人理发洗
澡……一件件实事办到了老百姓
家门口、心坎上，获得了群众广
泛赞誉。

实惠更多 民心更暖
——辽阳县创新载体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侧记

毕 超 本报记者 郑有胜

“红鲜椒庭院种植项目特别好，让俺们在家就能挣钱。”看着房前屋后一片片由
绿转红的红鲜椒，辽阳县河栏镇玉石村村民常秀艳高兴地说。辽阳县妇联免费提供
红鲜椒秧苗，协调技术人员上门指导，与农事企业签订收购协议,帮助玉石村等13个
村201户村民发展庭院经济，让农村妇女在家里致富。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辽阳县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重要抓手，积极创新
载体，不断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全县累计为群众办实事突破1万件，让
群众切实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护林员张科20年来每天巡山不断。 本报记者 郑有胜 摄

环卫工人用辛勤劳动扮靓城市。（辽阳县委宣传部供图）

小区广场安装了各种健身设施，也是孩子们嬉戏的乐园。（辽阳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