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5月10日 星期六 编辑：武力 校对：国奇 组版：阿刘
洛阳·综合02

政务要闻

历史资料显示，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曾多次
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
工。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焦裕禄于1943年秋天逃
出虎口，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焦裕禄又
逃荒到江苏宿迁，给一家姓胡的地主当了两年长
工。“沿着焦裕禄的足迹”大型系列报道，今日追寻
焦裕禄在江苏宿迁的足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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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田金钢
深入吉利区和中石化洛阳分公司，调研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国有企业党建等工
作开展情况。田金钢还先后深入所分包重大
项 目 洛 阳 万 众 吉 利 热 电 有 限 公 司 4 ×
350MW热电联产燃气电厂项目和中石化洛
阳分公司1号、2号催化裂化装置烟气脱硫脱
硝项目工地，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并协调解决
存在的问题。 （孙自豪 杜南）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史雅林）昨日
从龙门园区管委会获悉，5月11日至10月11日，

“夜游龙门”时间由此前的每晚开放调整为每周的
周五、周六晚开放（十一期间每天开放，如遇雨天
暂停开放）。

需提醒游客的是，“夜游龙门”售票时间为17
时30分至21时，门票为每人120元。21时30分
停止入场。开灯时间根据季节日照情况，适时安
排，夜间清场时间为22时40分，夜间闭灯时间为
23时，旅游年票不包含“夜游龙门”项目。详情请
关注龙门石窟官网www.lmsk.cn 或拨打景区热
线65980972咨询。

5月11日至10月11日，
每周五、周六开放

“夜游龙门”
调整为每周两场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为帮助有意投身军
营的高校毕业生掌握相关政策，2014 年高校毕
业生应征入伍政策网上咨询周活动将于 5 月 12
日启动。

此次活动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
指导中心会同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共同举办。网
上咨询时间为 5 月 12 日至 16 日每天的 9：00 至
11：30、14：00至16：30。活动将邀请军地有关政
策专家，围绕报名条件、入伍流程、优惠政策等为
毕业生在线答疑解惑，毕业生可通过全国大学生
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http：//www.ncss.
org.cn/zixun/zbzx2014/）与专家互动。

高校毕业生入伍
网上咨询后日启动

为迎接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一场消防灭
火实战演练昨日在新区勤政苑小区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民政局主办，全国防灾减灾示范
社区——洛龙区天元社区承办。演练包含疏散逃
生、安置灾民、高空救援、紧急治疗、消防灭火等环节。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开展灾害
风险评估，指导社区绘制灾害风险地图，即在社区
地图中标注出易发生危险、灾害的地点，做到防患
于未然。 记者 郝洋 通讯员 刘惠卿 刘洋 摄

消防灭火实战演练

5月7日，市委书记陈雪枫在全市产
业集聚区暨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会议上强
调，领导干部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两句
话：一是发现问题，二是解决问题，要以

“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努力在现有条件
下把工作做到最好。

要善于发现问题。列宁说：“发现了
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半。”当前，一些所谓
的群体性事件，并非毫无征兆，等到不满
情绪积聚下来，由个体或者小范围不满变
成大范围的群体不满，以更为激烈的方式

爆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问题、重视问题、
处理问题，这样不仅事倍功半，还损害了
党和政府的形象。毛泽东说：“调查就像

‘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对于党员干部来说，
我们要经常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及时
发现苗头性问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要及时解决问题。许多问题，未曝光之
前，无人过问，大家都相安无事；一曝光，就
慌了神，赶紧表态，赶紧调查，然后处理。许
多问题，在该解决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合理

解决，才会让群众不满。
要敢于较真抓落实。眼下，一些干部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碌碌无为、得过且
过，“你好我好大家好”，身在其位、不尽其
责，上级政策停留在会议、文件上。世界
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
因此，我们要敢于较真，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
像“钉钉子”一样，一锤接
着一锤敲，一件一件干到

底，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吉利区民政局）
投稿地址：洛阳市开元大道218号

报业大厦20楼洛阳日报评论部。邮编：
471023。电子信箱：dengdehong@
163.com。官方微博：@洛阳日报。

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
沈旭亮

推着独轮车一路逃荒到宿迁，焦裕禄当了两年长工

厚道勤快话不多
大伙都喊他“老焦”

《宿迁晚报》记者 张琥

提起焦裕禄，人们都对他在兰考县
当县委书记的事迹耳熟能详、备受感
动。然而，这位党的好干部曾经在宿迁
生活过两年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焦裕禄为何来到宿迁、在宿迁多长
时间、怎样度过了这段时光？近日，记者
进行走访调查，探究焦裕禄在宿迁的足
迹，重现这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焦裕禄与宿迁的短暂交集，如今很
难找到记述。通过宿迁市宿豫区档案馆
工作人员的帮助，记者找到了一些曝光
率极低的文字资料，上面清楚地记录着
焦裕禄曾经在宿迁生活过两年。

在档案馆，记者看到了1966年6月
13日新华社发布的《焦裕禄同志小传》，
其中有一段记载如下：

“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农
家庭里。因为生活困难，幼年时代只读
了几年书就在家参加劳动。抗日战争初
期，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人
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残酷，焦裕禄同
志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抗日战争
最艰苦的年代里，他的父亲走投无路，被
逼上吊自杀。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同
志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
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焦裕禄同志忍
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1943年秋天逃出
虎口，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
逃到江苏省宿迁，给一家姓胡的地主当

了两年长工。”
给胡姓地主当了两年长工，那么，焦

裕禄在宿迁是如何度过“两年长工”生涯
的呢？

还是在宿豫区档案馆，记者看到了
原件存于河南省档案馆的焦裕禄的亲笔

《党员历史自传》影印文字：
“1943 年，我 21 岁，逃荒到宿迁县

城东15里双茶棚村，在已早逃荒去的黄
台村几家老百姓家住下……我给开饭铺
姓张家担水，混几顿饭吃。半个月后，张
介绍我到城东二里第二区园上村地主胡
泰荣家当雇工，住在地主一头是猪窝、一
头是牛草的小棚里。我在胡家当了2年
雇工，第一年挣五斗粮食（每斗14斤），
第二年挣一石五斗……1945 年六七月
间，新四军北上，宿迁县解放了，人民政
权建立了，工作人员不断召开会议，并听
到我家乡也解放了。我们一伙逃荒去的
几家一同回家了。我同老乡一同推小车
回家了……”

记者了解到，2012年，档案局工作人
员经过调查走访，对焦裕禄在宿迁的两
年，特别是在胡姓家打长工的生活有了大
致的了解。

调查报告显示：焦裕禄先在双茶棚村
干了一段时间（焦裕禄自述中是“半个
月”），后来到园上村打长工。园上村，即
现在的宿豫区雨露社区13组。

为了解更多细节，记者来到宿豫区雨
露社区13组。雨露社区党委书记陈先扬
告诉记者，最近两年，社区面临着征迁安
置，很多老居民都迁至他处，“想找到亲历
此事的知情者几乎不可能，毕竟事情都过
去半个多世纪了”。

“知情人虽然找不到，但这件事是千
真万确的。我们家也是这里的老居民，我
的大伯就住在胡泰荣的隔壁，和焦裕禄还

见过几面。”陈先扬告诉记者，他的大伯曾
经说过这段故事：胡泰荣家有土地几十
亩，因原来雇佣长工离开，正好此时焦裕
禄逃荒至此，就雇焦裕禄为长工。焦裕禄
当年吃住在胡家院外路旁的牛棚里，在胡
泰荣家干了两年，后听说家乡解放，与同
乡一同回乡去了。

“以前社区里有个老人叫胡程远，他
和焦裕禄都生于1922年，曾经向村里的
晚辈们说过一些焦裕禄在宿迁打长工的
事。”陈先扬回忆道。在胡程远记忆中，焦
裕禄从山东推着独轮车，卖一些酒壶等，
一路逃难过来，经人介绍，在胡泰荣家落
脚。

那时候，焦裕禄高高的个子、四方脸，
很精干的模样，但显老，所以村里人都喊
他“老焦”。

厚道、勤快是胡家人对长工“老焦”的
印象，话不多的“老焦”很快融入了这里的
生活。与人聊天时，“老焦”说：流落至此，
是因为老家打仗不太平，老乡都跑光了。

不期而至的焦裕禄，离开得也比较突
然。“应该是日本鬼子投降那年，突然有一
天，他们一家 4 口说走就走了。”胡家后
人、如今40多岁的胡森提起上辈的事情，
觉得很自豪，因为自己也是听着焦裕禄这
个名字长大的。

焦裕禄从宿迁走后，胡家人和园上村
村民也渐渐忘记了这位过客。

直到很多年后，焦裕禄已经病逝，但他
的名字伴着“县委书记的榜样”的评价传遍
神州大地，园上村村民重新想起了焦裕
禄，想起了这个他们以前口中的“老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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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迁，给胡姓地主当了两年长工

逃荒而来，长相显老，村里人都喊他“老焦”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厚道、勤快、话不多，是“老焦”留给大伙的印象

（上接01版）送庄镇梁凹村把环境整治与发展特色
农业、乡村观光游融为一体，打造田园风光和休闲采
摘型新农村。朝阳镇卫坡村以入选河南省历史文
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为契机，以明清古民居群保
护性开发为核心，正全力打造4A级旅游景区。

加大投入强保障。要根治农村“污水靠蒸发、
垃圾随风刮”的环境，资金投入是保证。该县建立
了“政府投入、农民自筹、社会支持”相结合的多元
融资投入机制。县、镇两级财政将保洁经费列入
年度财政预算，按照每年农村人口人均5元，干线
路每公里2400元的标准进行奖补。同时以整合
部门资金、引导企业和社会赞助、村集体资金补贴
等方式，去年共投入5000多万元用于农村环境整
治，已初步形成了“入户收集、统一运输和定点贮
放、及时清运”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和“村集体主
导、保洁员负责、农户分区包干”的常态保洁制度。

资金有了保障，该县新建镇区污水处理厂 7
个、垃圾填埋场10个，新修村庄排水沟61.3万米、
无动力湿地污水处理系统5个，新增村级垃圾分
类站4个、垃圾中转站点230个、垃圾池（箱）6000
个，建成大型沼气工程53座。

分类推进出实效。该县不搞大拆大建，不盲
目追风花钱，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常袋镇常平村
从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入手，建起了垃
圾分类站，实现了垃圾分类、日产日清。村里新建
的无动力污水处理湿地也投入运行，全村生活污
水通过管网流入湿地净化后，直接用于农田灌
溉。横水镇新华村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村集体
经济实力比较强，加上上级奖补资金，村里改厨、
改厕和污水处理等工作走在了全县前列。横水镇
文公村的经济条件相对薄弱，但该村的环境整治
工作也可圈可点，通过村庄绿化、规范老宅老院和
旱厕无害化改造，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昨日，位于洛铜文化宫内的洛阳国学
剧院以崭新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眼前。

洛阳国学剧院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
米，是2013年我市重点项目，今年5月1日
竣工。中国首部国学修行剧《功夫诗·九
卷》不久将在此上演。该剧计划在洛阳国
学剧院驻场演出15年，全年演出400场，共
计6000场，此举将有效带动洛阳文化产业
的发展。 记者 潘郁 摄

洛阳国学剧院竣工

项目建设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