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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特约记者 童
金健 通讯员 李攀龙）硬化刷黑道路、
铺设排水管道、新建改建生态停车位
……近日，家住赤壁市赤马港街道北
干渠小区的谢守林看到小区发生的变
化，心里乐开了花。

得益于该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谢守林居住多年的小区发生大变化：
杂乱无章的小区后院改造成了宽阔停
车场、残破不堪的下水管网全部换新、
10多个乱搭乱建木棚全被拆除。

赤壁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中，针对该小区情况，以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投资70余万
元，完成乱搭乱建拆除、小区停车场
改扩建、下水管网更新以及防洪挡水
墙建设。同时，还配套安装了路灯、
清理了外墙、配齐了垃圾桶，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

过去，赤壁老旧小区因其规划建
设年代早、建设标准相对较低，不同
程度存在基础配套设施年久失修、道
路破损、排水沟淤积严重等问题，直
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面貌。
去年以来，赤壁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

关键性工作，努力打造功能完善、环
境整洁、文脉浓厚、管理有序的居住
小区，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改
造过程中，该市老旧小区改造指挥部
建立了调度会商机制，每周由政委、
指挥长主持召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调度会，统筹并解决在工作推进中遇
到的问题，确保施工安全、改造效果
和群众满意。

作为赤壁市老旧小区矛盾突出的
典型，常住人口3800余人的华舟社区
正在脱胎换骨。

曾经的华舟社区南园小区是典型

的老旧小区。该小区硬件设施破旧、
楼房外立面墙体斑驳、屋顶还存在漏
雨现象。改造后的南园小区，干净整
洁的楼体、宽敞通畅的道路、整齐划一
的车位，安防监控、路灯、垃圾分类桶
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此外，为满足居民基本购物需求，
南园小区46栋甲楼的一排门面房引
入恩赐商行、梁记早点、状元文体文化
用品等商店。

截至8月31日，赤壁2021年老旧
小区改造35个项目72个小区都已完
成招投标，正在陆续开始改造。

老旧小区换新颜

赤壁35个项目72个小区陆续开始改造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实习生 靳龙
慧 通讯员 周挺）近日，农业农村部网站
发布公示名单，拟认定100个乡（镇）为
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1000个
村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咸宁
有5个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其中赤壁市官塘驿镇张司边村入列。

张司边村曾是赤壁市23个建档立
卡贫困村之一，于2016年脱贫。该村
风景优美，原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民风
淳朴，文化底蕴深厚，乡村旅游资源丰
富。2019至2020年，该村先后获评中
国传统村落、国家森林乡村、湖北省绿
色生态示范村、湖北省文明村等称号。

近年来，张司边村抓党建、聚人心、
立阵地、筑堡垒，从村“两委”成员的思

想素质和履职服务能力抓起，加强党性
修养，牢固树立模范带头和服务意识，
不断扩大党员队伍，吸引一大批年轻有
活力、爱家乡的同志加入村党组织，能
人、富人返乡创业的热情高涨。

兴建旅游服务中心和康养公寓、接
引自来水、兴建文化广场、安装路灯、清
理沟渠、拓宽刷黑道路……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张司边村坚持以打造美丽宜
居村庄为目标，通过拆旧建新、环境整
治，不断提升人居环境。该村还以乡村
振兴为目标，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湖
北省绿色生态示范村、湖北省美丽乡村
建设为主导方向，在巩固现有集体经济
产业发展的同时，继续发展和壮大集体
经济，力争村集体年收入达到40万元。

在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方面，张司边
村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
约》，通过系列村规民约加强家风家训
建设，将村民的行为举止引导到自治工
作中来，不断加强村庄环境卫生和内水
环境治理，开展村庄绿化改造和主要道
路黑化建设等。

2018年，张司边村成立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并设立公益文化岗位，吸纳爱
心志愿者近40人，积极开展新农民文
化扶贫艺术节、文联文艺创作、法治宣
传、平安乡村、雪亮工程建设等各类活
动，成立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妇女
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充分发挥村辅
警、退休老干部作用，宣传法律知识，调
解民事纠纷，创建平安乡村。

张司边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
理想信念，铸牢忠诚警魂，9 月 8
日，赤壁市公安局组织民（辅）警
代表前往档案馆参观咸宁市庆祝
建党 100 周年党史展和赤壁市

“图片中的一百年”展览。
回顾光辉历程，重温入党誓词

……全体民（辅）警代表认真参观了
档案馆内的珍贵资料。每到一处，
大家都驻足观看，通过图片和实物，
详细了解赤壁的革命历史事迹和发
展历程。参观结束后，民（辅）警代
表纷纷表示，将以赤子之心传承红
色血脉、弘扬革命传统，认真履职尽
责，主动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践行
忠诚誓言。 （通讯员 邓醒凡）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实习生 靳龙
慧 通讯员 袁俊）近期以来，每当夜幕降
临，赤壁市神山镇熊岭村主干道的18
盏太阳能路灯便亮了起来。

不远处的村党员群众文化中心广场
上，村民欢声笑语，有聊家常的，有跑步
的，有跳广场舞的。熊岭村妇联主任李
雪琼说：“以前这个时间点大家都窝在家
里，出门都黑漆漆的，更别提散步、跳舞
了。驻村工作队真是做了件大好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赤壁市
149支驻村工作队围绕民生问题，聚焦
乡村振兴，全面建立“十件实事”清单，大

力有序推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行动，推动
学习教育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齐头并进、相互促进。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中，熊岭
村村民向驻村工作队员、村干部反映，
村组道路上没有路灯，一到晚上大家便
不敢出门。还有不少村民说，如今生活
好了，也想晚上跳个广场舞、散散步。

听取群众意见后，赤壁市公交集团
驻村工作队决定开展“点亮乡村工程”
行动。经过初步摸底核算，全村15个
村组道路弱电线杆上需要安装太阳能

路灯50盏左右，第一期先在村主干道
安排18盏；茶庵岭镇中心坪村今年实
施美化亮化工程，完成了罗家山、纸棚
沟、密岩冲、中间饭铺和柳家山路灯安
装；余家桥乡洪山村提高村民安全感、
幸福感，对渣枫线和四桥路进行亮化，
新增30余盏路灯。

据悉，目前赤壁市90%的村都安装
了路灯。每到夜晚，灯亮了，乡村夜景
美了，村民们的“夜生活”也更丰富了。

“点亮乡村工程”赢得村民真心点赞，也
坚定了149支驻村工作队持续聚焦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实事的信心。

赤壁“点亮乡村工程”点亮村民夜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李旺）今
年9月11日是第22个世界急
救日。当晚，赤壁市红十字会
组织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开展

“2021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
传活动。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
人！学习急救知识，做身边人的
大英雄……”在赤壁市人民广
场，一名身穿红十字马甲的宣讲
师在喊着宣传语，另一名宣讲师
正满头大汗蹲在人体模型面前
讲解心肺复苏的实践要领。

讲解结束后，不少市民们跃
跃欲试。“手肘、手腕、手臂成直
线，用手掌根部按压，按压位置
在胸骨正中，两乳头连线中间
……”在红十字师资的手把手指
导下，学员逐步掌握动作要领。

接下来，赤壁市红十字会
将继续开展急救宣传活动，让
应急救护技能进小区、进社区、
进单位、进企业，让更多人学急
救，宣传急救知识。

赤壁市红十字会
开展急救日主题宣传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
员 鲁从新）近日，在赤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的配合下，神山镇
政府对大桥村三组农户违规建
设的建筑物依法进行强制拆除，
拆除面积138.26平方米。

这是神山镇在严格落实耕
地保护，遏止耕地非“非农化”

“非粮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神山镇位于赤壁市东北角，

西凉湖南岸，拥有耕地56950
亩、可养殖水面6万亩，是享誉
荆楚的鱼米之乡和重要的商品
粮生产基地。耕地保护工作是
扛在肩上的政治责任，神山镇党
委、政府态度坚决，采取果断措
施，对违规建筑依法予以拆除。
通过此次拆违行动，起到“教育
一方，震慑一片”的效果。

下一步，该镇在耕地保护方
面将建立由“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调、公众参与、上下联
动”的工作机制，将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问题按照职责分
工，确保履职尽责，严格源头控
制，强化过程监管，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非粮化”行为新增。

赤壁市神山镇
从严落实耕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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