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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戈晓芳 通讯员 董华武）从9日
举行的2014年“5·19慈善一日捐”活动动员大会上
了解到，今年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将于5月19日正
式启动，所募集的款项将用于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
活、就医、就学等问题。

去年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全市共募集善款
1100余万元。今年活动时间为5月19日至6月30
日，将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驻洛部队中进行。其中，机
关事业单位和部队的干部、职工捐出一天的工资，企
业捐出一天的利润，个体工商户、其他从业人员捐出
一天的收入；鼓励企业、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以冠名基
金的形式进行慈善捐赠。

有意奉献爱心的单位与个人，本市级的捐款可
直接汇至市慈善总会捐款账户，户名：洛阳市慈善总
会，账号：257216306933，开户行：中国银行洛阳金
谷翠庭支行；也可以直接将捐款送至位于西工区金
谷园路 72 号滨江大厦 6 层的市慈善总会。各县

（市）的捐款可直接送至辖区慈善协会。另外，设立
冠名基金或专项基金的企业、个人可与市慈善总会
联系，签署冠名或专项慈善基金协议书。

副市长郭宜品、市政协副主席安石柱等参加动
员大会。

“慈善一日捐”
邀您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李迎博 特约记者 李帆）昨日从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即日起至 7 月 30
日，我市将对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工作。培
训合格并获得“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
书”，将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的必备条件。

此次培训对象为全市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其他
社会组织中所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驻洛省、部属
单位中在我市申报、评聘和晋升职称的专业技术
人员。培训内容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读本》《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建设读本》和党
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河南发展的三
大国家战略等。培训采取网络培训与集中面授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按照相关规定，全市2014年公需科目培训即日
起开始，至7月30日结束。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
培训时间不少于26学时，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时
间不少于22学时。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当年培训
任务后，凭合格证明，方可获得“河南省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证书”，并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的
必备条件和年度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业注册、
申请各种奖项等的重要依据。未完成年度继续教育
任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当年年度考核不能定
为优秀等次，连续两年未完成继续教育任务的，年度
考核不能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各单位、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需在6月底前登
录洛阳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平台，完成信息
注册。注册可登录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
络学院（网址：hnzj.59iedu.com），点击“河南省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后，对照“用户操
作指南”进行。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即日起至7月30日进行

培训合格
才能评聘职称

【你好，洛阳】动漫短片《妈
妈的时光》蹿红网络，制作团
队就在洛阳。感动众多网友
的，是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无
关贫富的母爱。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不是只有物质
才能承载感情，不是只有金钱
才能传递爱意，捧出一颗真心
就是最真最美的礼物。昨日
是母亲节，你用心表达对母亲
的爱了吗？

本报讯 近日，市文化产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赴
台专题考察文化产业发展，并分别与台湾文化创意产
业联盟协会、中时集团时报国际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会员涵盖台湾135
家知名文化产业企业，中时集团时报国际公司业务
包括媒体、旅游、文化等多个产业。合作协议约定，
将通过共同举办各种文化会展活动，培养文化创意
人才，开展产学研合作等，推动两地文化产业项目有
效对接。

在台期间，市文化产业协会考察团还到台北“故
宫博物院”进行了专题考察，重点就旅游纪念品开发
等进行深入交流。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台北市原
副市长李永萍，中时集团时报国际公司副总经理陈
邦钰，分别与考察团一行进行了座谈交流。（文轩）

市文化产业协会分别与台湾文创
联盟协会、中时集团时报国际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

携手合作 共谋发展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伊
滨区管委会、龙门世界文化遗产园区管委
会，各有关单位：

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考评
实施办法的通知》（洛政办〔2013〕19）精
神，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办公室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方案评审、专项
督查等方式，对各县（市）区 2014 年第一
季度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了考评，现将有关
情况予以通报。

一、综合排名结果

县（市）组第一季度综合排名结果（按
分值高低）依次为：嵩县、新安县、偃师市、
汝阳县、栾川县、宜阳县、伊川县、洛宁县、
孟津县。

城市区组第一季度综合排名结果（按
分值高低）依次为：涧西区、洛龙区、老城
区、瀍河回族区、高新区管委会、伊滨区管
委会、吉利区、龙门管委会、西工区。

二、具体考评情况

（一）经费专项督查情况。3月，市创

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办公室会
同市财政局，对2013年全市公共文化经费
落实情况和2014年经费预算情况进行了
专项督查。督查内容包括2013年各级免
费开放配套资金落实情况、硬件建设资金
落实情况、文化管理员补贴、县（市）区创建
工作专项经费以及2014年公共文化建设
经费和创建工作专项经费纳入预算情况。
从督查情况来看，大部分县（市）区能够按
要求足额拨付免费开放配套经费、购书经
费、文化站设备购置经费、农村文化建设专
项资金以及公共文化活动经费，均拨付一
定专款用于示范区创建工作；能够将公共
文化建设专项资金200万元、公共文化产品
和服务项目经费、公益性文化活动经费和
创建工作所需经费纳入2014年财政预算。

（二）实施方案评审情况。按照市《创
建规划》和《工作部署》要求，各县（市）区
认真分析现状，制订了各自的实施方案。
市示范区创建办公室组织对各县（市）区
上报的实施方案进行了评审。各县（市）
区高度重视创建方案制订工作，对照创建
标准，查找差距，从本地实际出发，科学规
划创建目标任务。嵩县、洛龙区、涧西区
等县区创建目标清晰、内容全面、分工明
确。偃师市注重创建工作与当前正在开
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
注重突出特点。栾川县、新安县等县区既

定目标高，达到创建规划要求。
（三）宣传工作考评情况。4月初，市

示范区创建办公室根据各县（市）区上报
的采稿原始资料，依照《宣传工作方案》评
分标准，对 2014 年第一季度宣传信息工
作进行了考核。今年第一季度各县（市）
区在市级媒体发表稿件180多篇，在省级
以上媒体发稿80多篇，在《人民日报》《河
南日报》《中国文化报》和河南文化网等重
点媒体发稿20余篇，与去年相比，发稿的
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从考核情况看，
大部分县区更加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在充
分利用县区级宣传平台的同时，还想方设
法在上级媒体发稿，扩大宣传覆盖面。伊
滨区在《人民日报》发稿1篇，汝阳县在《河
南日报》发稿2篇、在新华网河南频道发稿
10篇，伊川县在《中国文化报》、河南广播
电台各发稿2篇，嵩县在《河南日报》发稿2
篇、在《洛阳日报》等市级媒体发稿12篇。

三、存在主要问题

（一）经费保障存在的问题。大部分
县（市）区农村文化管理员经费补贴未落
实，部分县级图书馆购书经费列入预算较
少。孟津县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公共
电子阅览室建设资金、乡镇（街道）设备购
置及建设资金等没有落实到位，2014 年

文化建设专项资金预算尚未批复核定；吉
利区设备购置及建设资金区级没有配套，
乡镇自己支付；伊滨区 2013 年公共电子
阅览室经费未配套；新安县多数县级配套
资金已到位，但基本上都滞留在县文广新
局账面，没有实际列支；瀍河回族区2013
年文化馆免费开放资金尚未下达文化局；
西工区预算没有核定批复文件，财政不能
提供预算科目清单。

（二）方案制订存在的问题。大部分
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创建内容不全
面、部分创建指标低于市定标准、任务不
够细化、无责任分工、缺少实施路径和方
法、地方特色不明显等问题。究其原因，
部分县区不重视，没有真正从落实工作的
角度去审视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方案
质量不高。

（三）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在上级
媒体见稿少，宣传报道具体活动的多，挖掘
总结典型经验的少。孟津县只重视了县级
媒体的宣传而忽略了在上级媒体的宣传，
第一季度在市级媒体没有刊发稿件。吉利
区、洛宁县、龙门管委会创建宣传报道工作
较薄弱，考核总分没有达到基础分。

下一步，各县（市）区要按照市反馈意
见，尽快修改完善实施方案，以政府名义
印发，督促全面落实。

2014年5月7日

洛阳市2014年第一季度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考评情况通报

在尉氏县城刘青霞故居附近的一处民
房里，有一棵树。杨长兴老人说，这棵树是
焦裕禄移栽来的，他亲自培土、浇水，这棵
树至今仍然青翠。“当年，焦裕禄就住在这
里，分西瓜的故事就是在这棵树下发生
的。”杨长兴说。

杨长兴说，1962年6月焦裕禄来到尉
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农业生产和
农村工作，当时负责距县城四五里的席苏
村和袁庄村。“袁庄生产队种了几亩西瓜，
焦裕禄与老农一起拔草、施肥、上水、压瓜
藤，忙活了大半个春天，直到西瓜快熟时，
他才回到县城。”乡亲们看着一个个成熟的
大西瓜，派社员袁平用骡车拉上一车西瓜，
去县城送给焦裕禄。

骡车到了县委，可焦裕禄下乡去了，县
委办公室的人就把瓜卸到了焦裕禄办公室
里。第二天，焦裕禄看到西瓜，问明详情
后，把办公室的人批评了一顿后，让把瓜拉
回去。袁平接到县委办公室的通知赶来
后，十分不情愿，他打听着把瓜送到了焦裕
禄家里，放在树下。

“集体的西瓜我不能收，这是群众劳动
的血汗。”焦裕禄仍然推辞。袁平说破了嘴
皮，后来又撒谎说这几个瓜是队里分给他
自己的。“你个人的也不能收，那是你的劳

动果实。当干部的不能占群众一点便宜！”
焦裕禄语气非常坚定。两个人正在推让
时，焦裕禄的几个孩子放学回来了。袁平
拿起一个西瓜，跑进厨房拿刀切开，赶紧递
到孩子们手里。没想到焦裕禄脸色一变，
硬是从孩子手里把瓜夺了回来。最终，焦
裕禄答应将切开的西瓜留下，仍坚持让袁
平把剩下的西瓜拉走。

袁平把瓜收拾好，驾着车就往外走，焦
裕禄拿着几毛钱塞到袁平手里，袁平把钱
往地上一扔，赶着车就走了。可没过几天，
焦裕禄又骑车到袁庄，把西瓜钱交给了生
产队。

“焦裕禄不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不
搞特殊，并要求自己的孩子也做到。”杨长兴
说，那时候条件差，焦裕禄分到的粉条票都
交到县委的食堂，大家一起吃。焦裕禄的
女儿焦守凤上学没来得及吃早饭，焦裕禄
的通讯员从食堂拿了几个馍给她，焦裕禄
知道后不仅批评了他，还把馍票交到食堂。

焦裕禄在尉氏生活工作的6年半时间
里，这些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焦裕禄事事
处处为群众着想，他心里装的只有群众。
我们的好书记走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
在想他啊！”尉氏群众如今仍在这么说。

图为《汴梁晚报》记者 李克君 摄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焦裕禄是我们的好书记！”

史料显示，1948 年，焦裕禄同志被分配到河南省尉氏县
工作，先后担任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等职，1951 年被调
往其他地方，1962 年 6 月又被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
记。“沿着焦裕禄的足迹”大型系列报道，今明两日追寻焦裕禄
同志在尉氏县工作、生活的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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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当干部的不能占群众一点便宜”
焦裕禄曾两次到尉氏县工作，其事迹至今仍被当地群众所传颂

《汴梁晚报》记者 安娟娟

提起焦裕禄，人们脑海中就会浮
现出他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时，带领
群众治理风沙的事迹。您知道吗？
在与兰考县相隔不远的尉氏县，也流
传着焦裕禄的许多感人故事。

5月 9 日，记者到尉氏县探寻焦
裕禄的足迹。尉氏县退休干部杨
长兴告诉记者：“焦裕禄同志曾两
次来尉氏工作，三次来尉氏生活、
考察。”

5月9日下午，记者随尉氏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仝伟平及杨长兴老人一起
来到门楼任村，这里有一口焦裕禄为
村里群众担水的水井。

在村内一个十字路口处，记者看
到了一口已干涸的水井，周围用铁栅
栏护着，井口用水泥封着。得知记者
来采访，一位中年村民说：“俺爷爷曾
和焦裕禄一起工作，这是焦裕禄为村
民担水的水井。”他还主动找来当年和
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老人任留铁。

任留铁今年 85 岁。“我就是焦裕
禄发展的共青团员。”时任原大营六区
门楼任乡武装委员的任留铁说，焦裕
禄曾在村里发展了几名团员。记得当
时焦裕禄让人拆下寨子的东大门搭成
台子，为他们举行了入团仪式，台子就
在这口水井旁边。水井附近还有一个
磨盘，当年焦裕禄曾站在磨盘上为大
家宣讲土地政策，磨盘后来建房子时
被埋在土里。

“焦书记住在村民家中，但他不白
住，每天早上都会来这里担水，把房东
家的水缸担满。”任留铁说，当年与焦
裕禄一起搞土改，他们住在一个院子
里。当时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怀孕吐
得厉害，村里就为她开了小灶，有人来
送干柴，焦裕禄都折算成钱给他们；徐
俊雅做小米粥用了五六颗枣，焦裕禄
以为她擅自用了收缴来的枣，就在大
会上作了检讨。

“焦书记来了之后，带领俺们搞土
改、‘镇反’，为俺们办的都是大实事、
大好事。”任留铁说，“他每到晚上还主
持开会，那时土匪多，俺作为武装委员
担心他的安危，每晚都接他。前前后
后算起来，俺与焦书记一起工作了一
年多时间。他 1962 年再次来尉氏当
副书记时来到俺村，俺跑回家给他兜
了一兜花生，结果他咋说都不要。”

“焦裕禄是个好干部，是我们尉氏的
好书记！”门楼任村的很多人都这样说。

2 “当干部的不能占群众一点便宜！”

尉氏焦裕禄事迹展览馆焦裕禄在尉氏办公室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