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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仪式
距第32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14还有 天

“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
见，希望大家直言不讳地说出真心话。”
这是洛龙区委书记、洛阳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李钢锤到联系点调研时的开场
白。村组干部和群众先后发言，李钢锤
认真记录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还不时
与村组干部展开讨论。

这是洛龙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缩
影。按照市委“三学习四对照五抓好”要求，洛龙区坚
持真心学、真诚听、真实查、真正改的“四真”标准，促进
活动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进，努力取得
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让大多数人满意的效果，再
现党群、干群鱼水深情。

真心学，兴学风，干部素质真提高
“看了焦裕禄先进事迹图片展，很感动，有触

动”……这样的感触，在洛龙区机关干部中越来越多。
这是该区大兴学习之风带来的新变化。

在学习环节，该区要求党员干部真正静下心、沉住
气，原原本本地、系统地学习规定篇目、先进典型和教育
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做到真学、真懂、真认识、
真提高。在学焦裕禄精神方面，该区开展了“五学五反

思”活动，要求每个人对照焦裕禄亲民爱民、迎难而上、科
学求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反思自己是否
把群众当亲人、是否勇于担当、是否求真务实、是否勤俭
节约、是否廉洁自律。

近日，该区还相继组织干部集中观看《焦裕禄》主题
教育影片、焦裕禄事迹图片展，参观了洛八办，重温入
党誓词等，各项学习活动正在积极进行中。

真诚听，摸实情，群众说出真心话
“现在干部们深入咱老百姓家，拉家常，问冷暖，解

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咱老百姓都愿意掏出心窝子话。”
这是王山村群众的真实感受，道出了洛龙区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实效。

活动开展以来，洛龙区对党员干部提出“四听”（深
入基层主动听、创新形式广泛听、群众评价当面听、重大

问题专项听）要求，组织科级以上干部和
1000余名普通干部，多渠道征求基层干部群
众的意见建议。

该区数千名党员干部按照手机公开倾

听民声、大门打开征询民意、脚步迈开丈量民情的“三
开”要求，带着诚心，下到基层，走到田间，与群众站在
一起，走在一边，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对面去感受群众
最尖锐的批评、最迫切的期盼和最真实的意愿。

真实查，深入找，透过表象挖根源
洛龙区委强调，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

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通过为群众实实在在解决困难架起党群的连心桥。

为此，洛龙区在查摆问题环节不仅查问题、查表
象，而且注重透过表象看本质，找出问题根源所在。做
到“四查四找”，就是查“四风”表现，在思想根源上找原
因；查群众意见，在宗旨观念上找原因；查制度不足，在
规范落实上找原因；查工作差距，在精神状态上找原
因。要通过深入查摆，追根溯源，真正达到去庸求进、
去虚求实、去懒求勤、去伪求真、去贪求廉的目的。

真正改，立即改，边整边改动真格
洛龙区把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聚焦到抓整改方

案、抓专项治理、抓正风肃纪、抓大事
要事、抓制度建设“五抓”方面，对查找
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梳理归纳，落实到
相关单位，建立解决问题工作台账，责
任落实到人，根据情况采取“立即办”

“协同办”“分步办”的方式，确保真正
改，最终实现班子建设好、干部作风

好、党群关系好、民生实事落实好、经济社会发展好
的“五好”目标。

在这次活动中，群众感觉到，干部听汇报的少了，面
对面交谈的多了；坐会议室的少了，上门入户的多了；
要材料的少了，现场察看做笔记的多了。干部则感觉
到，由于放下了身段，和群众的交流更顺畅了，群众敢说
真话，敢摆问题，敢提建议了。洛龙区党员干部动真格，
干实事，树立起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赢得了群众的拥
护和信任。

干部下基层做到“三个味”，即让身上沾满“泥土
味”，听到群众心声；让身上沾满“汗水味”，凝聚群众力
量；让身上沾满“人情味”，再现干群鱼水情。这是洛龙
区对全区党员干部的要求。目前，洛龙区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积极进行中。下一步，洛龙区将
按照市委部署，通过党委牵头抓总、领导干部示范等办
法，促使活动过程“不虚”、解决突出问题“不空”、为民
务实清廉“不偏”，确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健
康深入推进。

本报记者 韩黎芳 特约记者 李占伟

洛龙区坚持以“四真”促“三高”再现党群干群鱼水情

围绕“四真”抓活动 提高认识促实效

上海世博会场馆主设计师、法国
著名国际建筑设计师马丁·罗班说，
20世纪城市追求的是经济发展，21世
纪城市追求的则是生态和宜居。

从“求温饱”到“盼环保”，从“谋
生计”到“要生态”，生态宜居是改善
民生的应有之义，是现代城市的必备
品质，是执政为民的必然追求。

顺应大局、紧贴时势，加快建设
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
把洛阳打造成“中原经济区最佳宜居
地”，既是善治之政，又是人本之道，
更是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诚如市委书记陈雪枫所言：把洛阳建
设成生态良好、祥和安定的“中原经
济区最佳宜居地”，不仅是洛阳市民
走向幸福之城的途径，更是目的！

众所周知，洛阳不仅是一个被冠
以“十三朝古都”“华夏之源”美誉的
千年帝都，也是共和国重要的老工业
基地。洛阳的地位，洛阳的美誉，洛
阳的影响，无一不受益于大自然赋予
她的优越自然环境——山环水绕、植
被茂密、生态良好、气候温和。

看水，洛阳禀赋非凡——
黄河、洛河、伊河、涧河、瀍河“五

水绕洛邑”，小浪底水库、西霞院水库
横卧北部丘陵，故县水库、陆浑水库嵌
在南部山区，汝河、白河蜿蜒其间……
水，承载着千年帝都的骄傲和荣光。

看绿，洛阳得天独厚——
市区周边有小浪底、周山、上清

宫、龙门山四大森林公园，加上遍布
各城区的公园、广场绿地，特别是隋
唐城遗址植物园、持续建设中的长达
30 多公里的洛浦公园，洛阳的绿，映
衬出牡丹花城的底色和品位。

人们这样说，一座城市，没有水
就没有灵气，没有大树就没有历史，
没有绿化就没有文化，没有绿色就没
有风度。洛阳，不缺水的韵味和灵
性，不缺绿的生机与活力，这正是建
设“中原经济区最佳宜居地”不可多
得的生态优势。

坐拥如此条件，洛阳理所应当地被笼罩在宜居、幸福的光环之
下！但事实没那么美妙，沙尘、雾霾不时遮蔽蓝天白云，垃圾、污水
时常污染碧水清流，大自然给粗放的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如果连
呼吸都不畅快、饮水都须小心，何来宜居？何来幸福？

生态，直接决定城市发展力，也直接决定居民的生活品质。
建设“中原经济区最佳宜居地”，洛阳责无旁贷，洛阳必须行动！
生态宜居，科学发展是根本路径。我们要把以人为本作为目标追

求和价值取向，必须持续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把生态宜
居的理念全面体现在以产带城、产城互融上，体现在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的方方面面，实现设施完备的城市与良好自然环境的有机融合。

生态宜居，具体抓手要找准找实。当前，我们正在大力创建国
家环保模范城市，推进碧水蓝天工程和林业生态建设暨城市园林提
升工程。要完成既定任务，持续加大扬尘污染整治力度，拆除分散
燃煤锅炉，抓好集中供热燃煤锅炉改用清洁能源工作；要全面提升
中心城区园林绿化水平，完成重点区域防护林、景观廊道、城郊森林
等生态工程，到2017年年底实现全市森林覆盖率达50%的目标。

硬任务需要硬手腕，硬目标需要硬执行。建设“中原经济区最
佳宜居地”而非泛泛而谈的宜居城市，需要我们抬高标杆、自加压
力，需要我们坚持不懈、久久为功。让洛阳天更蓝、山更青、水更净、
地更绿，让这座城市的发展可持续，让广大市民的福祉更绵长，是我
们必须时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的责任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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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国“一五”时
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建厂初期，全国已由战争时期转
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党的工作重
心，也由农村转向城市。为此，国家从
地方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工业战
线。就这样，焦裕禄来到了洛矿。

“党叫咱转工业，咱可
不能辜负党的教育、培养”

焦裕禄出生于贫农家庭，逃过荒、
放过牛、当过长工，是一个只上过几年
小学的庄稼人。他参加革命后长期在
农村工作，从未接触过工业知识。

刚来到洛矿基建工地时，焦裕禄
对一切都感到陌生。

如何由一个工业外行，尽快变成
一个工业内行？对焦裕禄来说，这确
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当时，有少数同志感到自己有一
套革命斗争经验，不懂技术也可以吃
老本。

但焦裕禄说，搞工业比过去搞农
村工作要复杂得多，必须迅速掌握工
业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怎么
办？只有学习，向专家、内行学习，不
懂就学，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边学边
干”。

不久，党为了培养工业干部，决定
抽调一批人员去东北工业基地学习，
焦裕禄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到处收集
学习资料，在火车上，专心致志地看了
一路书。到了东北，他星期天很少外
出，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钻研着。

焦裕禄看到有的工人随便拿起一
块钢，一磨就知道是什么钢号（钢的品
种）。他觉得搞工业首先遇到的是钢，
经常用到的也是钢，必须对钢有个了
解。于是，他也拿了两块钢片去找一
位老工人求教。

这位老工人被焦裕禄虚心好学的
精神打动了，就把自己多年来总结出
来的凭磨钢花识别钢号的方法告诉
了他。

从此，焦裕禄的衣兜里经常装着
一些小钢片，一有空他就拿出来比
较。比较不出来，他就去磨钢花。

有一次，同伴看到了，逗趣地问：
“老焦啊，你抽得起烟买不起火柴，用
这打火?”焦裕禄说：“伙计，搁劲学习
呀！技术早掌握一天，国家建设就早
一天，党叫咱转工业，咱可不能辜负党
的教育、培养。”

“俺这拉牛尾巴的非要
把工业学好！”

后来，焦裕禄被派到大连起重机
厂机械车间当实习主任。刚到车间，
焦裕禄感到很不适应：开生产会，只能
听不能发言；走进车间，看到许多机

器，叫不上名字、不知是干啥的；生产
管理就更摸不着门儿了。

面对这些困难，焦裕禄没有退缩。
他很少坐办公室，每天从早到晚

总在车间生产现场，看看这，问问那，
晚上十有八九不回住处，工厂成了他
的“家”。

他经常一个人深夜在图纸室里翻
图纸，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去问，从图
纸、零件，到加工方法，他学得认真细
致。给车间送料、扫地，他也经常干。

有个别人说风凉话：“看，拉牛尾
巴的人也来学工业了。”焦裕禄听见
了，一点也不气馁，他说：“俺这拉牛尾
巴的非要把工业学好！”学习的劲头反
而更足了。

焦裕禄是车间实习主
任，本应跟着主任一起转，可
是他不这样。一段时间，他
整天和计划员在一起，一起
到计划科领计划，一起编车

间计划，一起向小组、工段下达计划；
一段时间，他又和调度员在一起，一起
到小组领零件，一起到别的车间催材
料……

由于刻苦钻研，焦裕禄不久便熟悉
了业务，半年后就能正式指挥生产了，
同志们还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

“焦主任真叫我们打心
眼儿里佩服”

1958年，洛矿决定在一金工车间
试生产第一台 2.5 米卷扬机。这时，
已是车间主任的焦裕禄，越发感到自
己的任务重、责任大。

他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图纸
资料、工艺规程，到工具准备、材料准
备，一件一件反复熟悉，连一颗小螺丝
钉都不放过。

他花了几十个夜晚，将卷扬机上
关键零件、加工方法、所用工具，都一
一画在了本子上，并密密麻麻地写了
许多说明，画上很多记号。这个本子
就是他脑子里装着的那台卷扬机。

在生产过程中，卷扬机的整铸齿
轮加工过不了关。焦裕禄为了彻底弄
清这个问题，两天两夜守在滚齿机旁，
一边帮着工人干，一边细心地观察、
计算。最终，他和工人一起改进了工
艺，提高了效率，使第一台卷扬机按
时下线。

焦裕禄这种困难面前不退缩的奋
斗精神深深感动了工人。“焦主任真叫
我们打心眼儿里佩服。”工人们都这样
评价焦裕禄。

——“追记焦裕禄在洛矿的日子”之三

“俺这拉牛尾巴的非要把工业学好”

焦裕禄同志（右二）和干部们认真学习工业管理知识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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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舜集团·开元湖音乐喷泉自3月29日起，每
星期二、四、六20时至20时20分进行表演，如遇
特殊情况，另行通知。望广大市民相互转告，欢迎
各位观众届时观看。

洛阳市开元湖管理处
2014年3月26日

关于泉舜集团·开元湖
音乐喷泉表演时间的通知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志伟

市政府邀请代表委员为政府工作“挑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