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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

发放补贴帮助重建
修复设备确保供暖

中午刚过，记者驱车驶入位于山区的北

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西班各庄村，气温已接

近零下，冷风嗖嗖，吹得呜呜响。

“家里有人不？”在村前大石河畔，一栋二

层小楼引起记者注意，院墙翻新，门窗换新，

一层窗户上边，退去的洪水印隐约还能看见。

“外面冷，快进来！”70 岁的村民佟建银，

身体硬朗，外衣未披便从堂屋跑出，给记者

开门。

走进堂屋，一阵热流涌来。立冬不久，佟

建银就烧起了暖气，房里暖意融融。

刚落座，佟建银便聊起了近 4 个月前的

灾情。“当时，洪水都快冲进二楼卧室了。”洪

水退去，院墙倒了，屋内淤泥没过膝盖。今年

夏天的特大洪水，让位于房山深山区的佛子

庄乡成为损毁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该村村委

会及驻村的佛子庄乡供电所、社区卫生服务

站等一层房屋几乎全部被淹，大量设施设备

及生产生活资料被冲走，水电通信一度中断。

“当时就想这个冬天可咋过？”佟建银说，

没想到洪灾过后，淤泥清理、房屋鉴定等恢复

重建工作快速展开。佟建银家的房屋修缮经

过鉴定后，即可入住。

记者在佟建银家看到，干净的墙壁、整洁

的地砖，厨房的灶台上热气腾腾蒸着饭菜，部

分新买的家电还摆放在屋内，正准备安装。

截至 11 月初，西班各庄村 73 户修缮户已全部

完工并通过验收，像佟建银一样，村民们纷纷

在修缮后的家里准备过冬。政府还发放补贴

资金，为村民重建房屋和修缮减轻了经济压

力。“9 月初，我家开始施工，垒院墙、屋内刷

墙、铺砖，政府不仅提供半吨水泥、1 桶涂料，

还给了 3 万元补贴。”佟建银说。

为了推动受灾群众温暖过冬，洪灾过后，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城市管

理委联合印发《农村受灾地区温暖过冬保障

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对雨水浸泡类取暖设备

维修、设备丢失或损毁的，给予一定补贴。

如今，房屋修缮一新，记者看到，温度计

显示，温度超过 24 摄氏度。

数据显示，今年北京特大洪水，造成受灾

群众取暖设备受损约 3.8 万台，当前，应恢复

修复的设备已全部修复，确保受灾地区返家

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剩余户待来年房屋重建

后安装。此外，房山区、门头沟区共计订购取

暖用煤 36319 吨，已全部配送至有采暖需求

的农户家。

河北省涿州市——

发放物资帮助过冬
专人负责保障需求

一场寒风，一地落叶。近几日，河北省涿

州市气温骤降，走在街头，顿感寒意侵人。

上午 9 时，从市区出发，一路驱车向东北

方向行驶约 25 分钟，便抵达码头镇码头村。

这是码头镇最大的一个村，共有 1180 余户，

也是今年夏天遭受暴雨洪水灾害最严重的村

之一。

运 砖 、垒 墙 ，天 气 寒 冷 ，可 建 设 劲 头 十

足。码头村内，有 20 余处新房正在建设中。

“目前全村所有 C 级危房全部修缮完成，D 级

危房中有 8 户已建好，其他在建或还未筹建

的村民也都已安置妥当。”天气转冷，码头村

村委会副主任白学振放心不下，沿着村街走

了走，入户上门探冷暖、问情况，交代过冬保

暖事项。

上午 10 时，走进码头村党群服务中心，

正碰上 73 岁老人杜金亭骑着电动三轮车，载

着老伴来领新棉被。为保障困难群众冬季取

暖，涿州市民政局为全市残疾人、“六类人群”

免费发放过冬棉被。杜金亭的老伴肢体残

疾，是低保户。“新房配上新棉被，这个冬天不

愁了！”取上新棉被，杜金亭邀请记者去新家

看一看。

杜金亭的家位于村北，80 平方米的三室

一厅敞亮又整洁。裹着寒风走进屋，一股暖

流扑面而来。电视机旁，两盆绿萝生机盎然。

今年夏天洪水过后，杜金亭家老房被鉴

定为 D 级危房。8 月中旬房屋动工重建，10
月建成完工。房子建好以后，村干部立马帮

忙 联 系 人 员 上 门 检 修 空 气 能 热 泵 ，调 试 管

道。“整个供暖季，空气能热泵要是出啥问题

了，检修人员都是随叫随到。”

出了码头村，一路向南。下午 3 时，走进

刁窝镇满子营村一户人家，户主张俊生正忙

着调试新买的燃气壁挂炉：“原价 4000 多元

的壁挂炉，购买时直接优惠了 1000 元，加上

之 后 还 要 发 放 的 政 府 补 贴 ，自 己 只 需 要 掏

1000 多元。”

院子的配房里，住着张俊生的母亲郭秀

芬。屋内，一个圆肚取暖炉正冒着红光。墙

壁上，新安装的白色暖气片整齐排列。“新房

还在建，这两天村党支部帮忙协调把老房的

燃气表和壁挂炉都迁到了这儿，让我先安心

过冬。”郭秀芬说，“等到燃气安检通过，暖气

一开通，再冷也不怕！”

刚出张俊生家的院门，恰巧迎面撞上前

来协调燃气安检的满子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卫

学。入冬以来，张卫学每天都要在村里转上

几趟，确保一周下来，每家至少入户一次。“除

了乡镇组建的采暖设备应急维修队伍外，我

们村还招了一名专门负责壁挂炉维护和检修

的志愿者，24 小时保障用暖需求，不让一个

村民冷着、冻着。”张卫学说。

据了解，涿州市共有因洪灾受损燃气壁

挂炉 5634 台、空气能热泵 2974 台，目前全部

更换、修复完成。涿州市发改局二级主任科

员宋寅生介绍，市发改局还提前购置了棉被、

电暖器等过冬物资，将根据受灾群众需求有

序发放，确保每一名群众温暖安全过冬。

黑龙江省五常市——

入户走访了解需求
政府帮助重建维修

又一场大雪，黑土地如同裹上白亮且厚

重的棉被，显得更加平坦。近日，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五常市经历了今冬第二场大雪后气温

一路走低。

在积雪覆盖下，常堡村新立屯，20 来户

农房在村路两侧整齐排列，在今年 8 月的洪

水 中 ，屯 子 受 灾 严 重 ，14 户 房 屋 重 建 ，5 户

维修。

屯子东头第一户是村民刘秀家。灰墙蓝

瓦的新房，精心修了燕尾的房顶，金黄色条纹

瓷砖搭配红色祥云图案勾勒屋檐。

见到 65 岁的刘秀时，她正忙着用长耙子

清理水稻育苗大棚上的积雪。用时一个多

月，她家的新房在原地基上建起来，10 月初，

一家人入住。屯长王君介绍，她还因在视频

中谈及新房而走红网络呢。

“地热乎，光脚就行，不用拖鞋。”王君边

说边领记者进了屋。只见全屋灰色地砖、白

墙，分成一间小卧室和一间带厅大卧室，3 大

块明亮的窗子，透进满屋阳光。

“咱这大窗 2 米高、3 米宽，3 层玻璃，只进

光不进风。”刘秀介绍，房屋墙面两层砖中间

夹着保温板，保温效果很好。

“咱白天靠阳光取暖就够喽。”老伴赫士

忠插起话来。正午屋外零下 12 摄氏度，赫士

忠嫌屋里被阳光烤得热，把窗户打开个缝，墙

上的温度计显示 22.8 摄氏度。

电锅炉带着全屋地暖，小卧室一个大火

炕，烧柴做饭顺带着取暖，大卧室修了电热

炕 ，刘 秀 一 家 把 新 房 修 得 从 炕 上 到 地 上 处

处暖。

“建新房政府出 6 万元，外加 4000 元厕改

补贴……政府能帮咱的都想到了。”刘秀说。

在村西头赵连君家，60 多平方米的两间

新房，全部靠火炕取暖。房屋北面，靠着房墙

支起钢架，扣上塑料，建了 2 米来宽的阳光

棚，挡风保温。

“到镇上买柴、买煤都方便。咱家是村里

少 数 没 有 地 暖 的 新 房 ，但 温 暖 过 冬 不 成 问

题。”73 岁的赵连君说。

入冬前，五常市 2651 户重建房屋、8259
户维修房屋全部完工，购买置换 455 户，全市

因房屋潮湿不具备入住条件的受灾群众已妥

善解决过渡性安置。同时，五常市通过信访

接待、市长热线、入户走访等，及时解决受灾

群众急难愁盼等问题。

下午 3 点半，太阳已落到树梢，天色暗

淡，寒气更浓。走在小路上，沾上哈气的眼睫

毛，眨眼间被冻得粘连，睁不开眼。村里家家

户户生火准备晚饭，屋里热气升腾。

吉林省舒兰市——

集中安置受灾群众
搬进新家温暖过冬

寒风卷着冷气，直往衣服缝隙里钻。刚

走进吉林省舒兰市开原镇新开村村民徐中仁

的新家，记者眼镜上就腾起白雾。“先坐，厚衣

服搁沙发上就行。”徐中仁穿着一件单衣，正

在灶台前忙活。

新开村毗邻河道，地势较低，在今年夏天

的洪水中受灾严重，有 246 间房屋受损，是舒

兰市唯一一个洪灾后整体搬迁的村庄。此

前，徐中仁家的房屋被洪水冲塌了一角，存在

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安全和基本生活，一家

人在安置点住了两月有余。

而现在，徐中仁一家已经搬进了新房。

打眼望去，80 平方米的房屋干净敞亮，温度

计 显 示 室 内 达 到 23 摄 氏 度 。

坐 了 一 会 儿 ，记 者 身 体 就 暖 和

过来。

“屋里热乎着呢。”徐中仁指了指

一旁的家用小型供热锅炉，“锅炉里的热气

可以给炕供热。当初建房子的时候，还帮我

们打好了地热管道等设施。现在家里用的电

地暖，温度可以随心调。”

开原镇党委组织委员、新开村异址重建

项目部负责人谭宏鹏介绍，新建房屋分 60 平

方米、80 平方米和 100 平方米 3 个户型，在建

筑材料、取暖设施等方面做了充足的设计。

目前，211 座新建房屋的主体全部竣工，首批

入住的村民已陆续搬进新家，在新房里温暖

过冬。

太阳西沉，舒兰市青松林场敛去最后一

丝温热，寒风呼啸着穿过树林。村民王书平

宽敞的新家里，仍是暖意融融。屋里的热气

扑上窗户，凝成小水珠。

此前，王书平的家被洪水冲毁，一家老小

五口人被紧急转移到安置点过渡生活。

“现在新房的外墙铺了保温材料，室内

装了电地热，一点也冻不着。”王书平走到调

温器前，将室内温度设定为 25 摄氏度。“而

且再也不用灰头土脸地点火烧炕了，等网络

装好以后，手机一点就能控制温度，又暖和

又省心。”

王书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整个冬天电

地热的费用约为 3000 元，与采购煤炭取暖的

金额差距不大，但火灾隐患风险大大减少，老

人孩子独自在家的时候更放心。

“集中安置房主体结构已经建设好、达到

交付标准，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把第一批房子

交给了着急入住的居民。”青松林场安置房灾

后重建项目施工组组长高峰说，青松林场安

置房灾后重建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6.67 公

顷，共建设 71 栋平房，同时配套建设商超、卫

生室各 1 栋。

据了解，舒兰市已全部按计划完成因灾

倒损房屋维修重建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温暖

过冬。其中，异地新建安置点 2 个，分别为开

原镇新开村和青松林场，共安置 284 户。原

址重建房屋 545 栋，计划今年入住的 426 户已

入住 327 户。货币化安置 838 户全部兑付，已

有 50 户进城购房。维修房屋 1206 栋，已全部

修缮完毕。

记者实地探访北京房山记者实地探访北京房山、、河北涿州河北涿州、、黑龙江五常黑龙江五常、、吉林舒兰四地灾后重建吉林舒兰四地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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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河北

考察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各级党委和

政府、各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确保

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温暖过冬。

修缮重建房屋、维修取暖设备、做好救济

帮扶、干部入户走访……近日，本报记者实地

探访北京房山、河北涿州、黑龙江五常、吉林

舒兰四地，走进居民家中，了解当地受灾群众

过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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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各地区各部门践行为民服务宗

旨，将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作为网络

抓手，围绕群众反映强烈而长期没

有解决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从解

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努

力 做 到 让 群 众 真 心 满 意 、真 正 受

益。截至目前，已有 50 万件留言得

到各地区各部门的回应和解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

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

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应急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国民用航空局等部门通过

梳理“领导留言板”上群众留言反映

的焦点热点，调研群众关心关注的

行业问题和建设性意见建议，回应

群众关切。

山西省从“领导留言板”群众留

言中选取急难愁盼问题，实施“提级

督办”；内蒙古自治区研究室将留言

办理工作纳入主题教育中，对涉及

民生问题的留言进行“回头看”；吉

林省开通省、市、县三级相关承办单

位“领导留言板”回复账号 2200 余

个，构建了省级指导意见“管总”，同

步制定联合督查、线索移送、差评整

改等多个配套机制“管具体”的“1+
X”制度体系；安徽省创办“民声呼

应”机制，收集“领导留言板”等民意

表达渠道信息，着力实现“回应一个

诉求，解决一类问题，提升一个领

域”；山东省将“领导留言板”上群众

不满意的问题纳入专项督察范畴；

河南省委选取部分群众留言问题纳

入主题教育问题清单，制定整改台账；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依托“领导留言板”开设涉企留言专栏，重点解决企业反映

强烈的操心事、烦心事和影响营商环境的堵点难点问题；云

南省每月向各州（市）委书记、州（市）长通报，切实提高群众

留言办理效率和质量；青海省对“领导留言板”上群众留言的

意见建议开展调查研究，针对性地进行整改。

目前，31 个省区市全部开展了“领导留言板”群众留言

办理工作，覆盖了 100%的市州和县区，1.9 万家职能单位入

驻。打开人民网或者“人民网+”客户端，进入“领导留言

板”相关板块，群众就可以直接留言发表意见建议或反映问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留言板”上已有 420 万件来自

广大群众和经营主体的留言得到各地区各部门的回复办

理，“上留言板了解群众难题”已成为领导干部的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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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在屋里准备

晚饭。

王国超摄

（人民视觉）

▶码头村村干部正在

向受灾群众发放棉被。

熊华明摄（人民视觉）

◀佟建银在温暖的屋子

里修剪植物。

马星辰摄（人民视觉）

◀徐中仁（左二）与家人在

灾后重建的新房里唠家常。

潘慧凝摄（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 11月 30日电 作家出版社成立 70 周年座

谈会 11 月 30 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并为“作家出版社建社

70 周年珍本文库”揭幕。

作为我国文学出版事业的重要阵地，近年来，作家出版

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加

强现实题材出版规划，出版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

时代经典，为推动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家出版社建社 70 周年珍本文库”选取了 30 部建社

初期首次出版的作品，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人民立

场，展现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蓬勃生机。

作家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站在江苏省常州市长江大保护展示馆二层观景台远

眺，生态林绵延成片，休闲步道蜿蜒其间，令人心旷神怡。

过去，这段只有 25.8 公里的长江岸线，高峰时期却聚集

了 100 多家化工企业。如今，沿江 1 公里范围内的低质低效

化工企业全部腾退，复绿面积已超 3300 亩，有机串联起滨

江十里绿廊、万亩新龙生态绿林等，为市民构筑了水岸共

融、亲水共享的生态休闲空间。

江南岸平添绿意离不开常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尤其是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常州紧盯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题，聚焦生态

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难点堵点，坚持以学正风、以学促

干，把问题解决在一线、工作落实在一线。

近年来，新北区开展关停腾退、安全拆除、生态复绿、环

境 提 升、转 型 升 级 五 大 行 动 ，关 停 搬 转 沿 江 化 工 企 业 48
家。“长江大保护展示馆离江岸直线距离约 300 米，就建在

沿江拆除的第一家化工生产企业常隆化工原址上，我们保

留了办公楼，希望用工业遗址的一砖一瓦记录沿江生态的

变化。”常州市滨江经济开发区党群工作局局长杨波说。

上料、装配、质检……走进位于新北区孟河镇的佛吉亚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

线上紧张地忙碌着，不多时，一件汽车座椅成品便已完成。

“常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达，也带动了产业链的集聚。”佛吉

亚常州公司有关负责人张发栋介绍。

成品座椅不久后便会被运到几公里外罗溪镇的比亚迪

整车工厂。常州比亚迪建有完整的冲压工艺、焊装工艺、涂

装工艺和总装工艺四大工艺产线，自动化程度很高。

为了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常州组建工作专班，深

入企业调研，系统研究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出台一系列政策

“组合拳”。110个事项实现长三角“一网通办”、135个事项实

现“跨省份通办”……一系列创新举措助力营商环境改善。

“我市把破难题、促发展，办实事、解民忧作为主题教育

的重要抓手，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让

党员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常州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翔说。

江苏常州坚持以学促干——

推进生态保护 改善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徐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