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
历来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有著名的“河出图，洛出书，圣
人则之”之说。在洛宁县长水乡西长水村，留存有汉魏、清朝
时期的“洛出书处”石碑各一块。石碑无言，却印证着华夏文
明源远流长；石碑无言，却见证了老党员符建林62年义务守
护的质朴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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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自豪）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
到伊川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回头看”情
况，进一步征求基层党员干部对市政府党组和他本人的意见、建
议。他强调，教育实践活动要让群众“叫好”，就必须向问题“叫
板”。要把办实事贯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严禁赶进度、走过场，
确保每一环节都推进到位、每一项工作都做得更加扎实。

调研期间，李柳身先后到伊川县高山镇、平等乡，听取基层
党组织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汇报，与基层党员干部谈心，深入
企业车间了解生产经营及用工情况。李柳身指出，当前，第二批
教育实践活动陆续进入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如何实现这一
环节与前一阶段工作的有效衔接，如何保证查摆问题深入具体、
开展批评不讲情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对照上级要求和群
众期盼，对前一阶段工作认真进行“回头看”，对学习教育不深
入、听取意见不充分、没有做到边学边查边改的，及时纠正、“补
课”。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及两次在
兰考县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立行
立改，推动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取得实效。

在听取伊川县委前一阶段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后，
李柳身指出，伊川县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安排细、要求严、措施实、
接地气，特别是开展的“三联三帮”活动、五好行政村创建活动和
建立的“群众事务帮办站”，有效地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下一步，伊川县要通过“回头看”，认真总结工作的成
败得失，确保教育实践活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步深入、见到实
效。一看学习教育是否扎实有效。二看征求意见是否广泛深入。
三看工作作风是否明显转变。四看边学边查边改是否结合紧密。

李柳身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通过“回头看”，对第一环节的各
项工作进行再梳理、再提升、再完善，确保活动实效。一是对规
定动作没有落实或落实不到位、学习时间不足、学习质量不高、
效果不明显的，要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及时进行“补课”。
二是继续敞开大门听意见，把征求意见、找准问题摆在重要位
置，深入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调研，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实
把“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查实找准。三是抓好整改落实，
对前一阶段征集到的意见、建议，认真梳理归纳，对照检查、对照
整改，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与办法。四是深入开展党员干部谈
心活动，为下一步开好民主生活会做准备。

李柳身在伊川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

向问题“叫板”
让群众“叫好”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让我们感
动；总有一种坚守，让我们动容。

符建林，一位老党员，一位退伍军
人，62 年如一日，风雨无阻，精心守护

“洛出书处”石碑。如今，已经86岁的

他依然矢志不渝。从风华正茂到耄耋
之年，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不管生活如
何坎坷，符建林几乎用毕生的执着，书
写出平凡中的伟大、细微处的精神。

“不能让国家文物受损失！”符建
林这种朴素而顽强的坚守，是对责任
的坚守，是对道义的坚守。他的执
着，是对信念的执着，也是对奉献的执
着。

责任，是最宝贵的品格，在所有精

神价值中处于最高的位置。一个人，如
果没有责任心，其存在的价值就会大打
折扣；一个团体，如果没有责任心，其存
在的意义也会被打个问号。

符建林的事迹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就是——坚守责任！

对我市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坚守
责任，就一定要把服务群众、为民谋福
的责任记在脑里，一定要把复兴洛阳、
全力“赶考”的使命刻在心上，一定要

把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
副中心城市这个责任落实在行动上，
以先进人物为镜，勤于自省，敢于担
当，勇于负责，善于成事，不退缩、不懈
怠、不搪塞，咬定目标不放松，不达目
的不罢休。

被坚守责任而感动的人们，将与责
任同行。

坚守责任，坚守出河洛大地更加美
好的明天！

坚守责任带给我们的感动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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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廿五，是洛宁县长水乡传
统的龙山庙会的日子。西长水村的主
干道上熙熙攘攘，各种摊位吸引着人们
驻足、选购。

穿过人头攒动的集会，拐入一条
乡间小道，不远处便是当地著名的洛
神庙。每年龙山庙会这天，附近不少
村民都会来这里祭拜洛神，祈求平安、
福气。祭拜的人常常在庙前的两块石碑
前驻足，耐心地听一位老人讲解。而从
洛神庙往南百米，承载着古老历史文明
的洛河默然流过。

这两块石碑大名鼎鼎，据考证皆为
“洛出书处”石碑，印证着华夏文明源远
流长。

老人默默无闻，是西长水村农民、
党员符建林，义务守护石碑已有62年。

义务守碑，一晃便是62年

“‘洛出书处’是河洛文化及华夏文
明的象征，这块石碑是汉魏古碑，高
201厘米，上圆下方，为沙石质，碑额刻
有圭首图案。由于年代久远，风化严
重，碑文现在只剩一个苍劲有力的‘洛’
字……”

一身朴素的深色布衣，语速较慢，
乡音浓重，一字一句，却说得用心、有
力。他就是符建林，已86岁高龄，走起
路来有些颤颤巍巍，但讲解时仿佛换了
个人，有关“洛出书处”石碑的每个细节
都能娓娓道来。

这块汉魏古碑用铁栏杆围着，上方
建有防晒遮雨的石棉瓦棚。汉魏古碑
西侧古井旁的墙同样用铁栏杆保护着，
墙上嵌有一块石碑，上刻“洛出书处”四
个大字。碑文清晰显示，该石碑系清雍
正二年（公元1724年）腊月河南府尹张
汉手书、永宁县令沈育所立。

铁栏杆、石棉瓦棚，都是符建林自
费搭建的。每天，他都会把这里打扫得
干干净净，守护着两块默默无言的石
碑，还义务为参观的人讲解。

符建林的家，离洛神庙 50 多米。
这是一座简陋而古朴的豫西农家小院，
东西厢房土坯垒墙、青瓦覆顶，地面生
出片片苔藓。

一张方木桌，几把小凳，几人落座，
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我这一辈子都要对得
起‘党员’这个称号！”

出生于 1928 年的符建林，是地地
道道的西长水村人。1948年，20岁的
他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在湖南、广西等
地剿过匪。1951年10月，符建林成为
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这一辈子都要对得起‘党员’这
个称号！”说这句话的时候，满面沧桑的
符建林神色坚毅。

1952年，符建林复员，回到了西长
水村。当时，村里划分宅基地，两块石
碑所在的院子被划给符建林家。在那
个年代，村里人不知道两块破旧石碑
的价值，也不明白“洛出书处”意味着

什么。
“虽然我的文化程度不高，但石碑

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如果有文物价值就
应属于国家，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义
务保护好国家的东西。”符建林说。就这
样，他就开始义务守护这两块石碑。

20 世纪 60 年代，一个偶然的机
会，这两块石碑被路过的文物专家发
现。经过多次论证，石碑被确认为“洛
出书处”石碑。

这让符建林受到很大的鼓舞。为
了不让石碑遭受风雨侵蚀、人为磨
损，他用秸秆和柴草把石碑盖起来，
刮风下雨时再盖上一层塑料布。后
来有专家告诉他，这样反而不利于石
碑保护，于是符建林给石碑盖起了石
棉瓦棚，在四周建了围墙，并用铁栏
杆围了起来。

父亲对石碑的呵护，朝朝夕夕、点
点滴滴，大儿子符少武都记在心头。“他
每天都到石碑处打扫卫生，常常打扫完
回来刚进家门，还要回去再看一眼才放
心，吃饭时也要端着饭碗坐在石碑旁边
吃。他的生命已经与石碑分不开了。”
符少武说。

千方百计守护，石碑4次
逃过劫难

62 年的风雨岁月，让符建林从一
个小伙儿变成耄耋老人，皱纹爬满额
头，步履也不再矫健。回忆起守护石碑
的很多往事尤其是石碑逃过的 4 次劫
难，桩桩件件，老人有说不完的话。

符建林回忆，1953年，村里要建小
桥，村干部找他商量，想用那两块石碑
做桥板，被他严词拒绝。建桥涉及全村
人的利益，他这么做很容易被扣上自私、
不为大家着想的帽子。符建林找到村干
部，极力说明石碑看上去年头很久了，很
可能是国家文物，毁了就太可惜了。他
获得短暂的谅解，石碑逃过第一劫。

1954 年，村里又有人提出用石碑
建桥，符建林“软磨硬泡”，硬是把来人
磨得没了脾气。石碑逃过第二劫。

1958年，村里“大炼钢铁”，凡是可
能含铁的东西都要砸碎炼钢铁，有人又
瞄上了石碑，认为可能是铁矿石。见情
况不妙，符建林使出自己参过军的“撒
手锏”，告诉大家他曾在部队见过，炼铁
需要用含铁的石头，而石碑是沙石质
地，不含铁，不能用于炼铁。就这样，石
碑逃过第三劫。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兴起
“破四旧”之风，有人放话要毁掉两块石
碑，符建林慌了神。他和家人赶紧用秸
秆和柴草把石碑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将
其伪装成柴火垛，他和家人每天出去拾柴
火，不停地往上遮盖，天黑后才敢取柴火
做饭。这样的日子，他们小心翼翼地过
了10多年，石碑总算逃过了第四劫。

全长400多公里的洛河，唯地处中
游的西长水村有这两块“洛出书处”古
碑。专家表示，这说明早在汉魏时代，
人们就认为这里是“洛出书处”，两块石
碑成为“洛书出洛宁”的重要实物证据。

“如果当初没能保护好石碑，国家
文物遭受损失，就太可惜了！”讲到此
处，老人长舒了一口气。

儿子接棒，父子携手

古碑，在符建林家的老宅基地范围
内。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碑和自己多次
修缮的洛神庙，符建林建起了围墙。
1961 年前后，和儿女分家的符建林在
古碑西50多米处又买了一个院子，并
和老伴居住至今。 （下转02版）

洛宁县西长水村农民符建林，无怨无悔义务守护“洛出书处”石碑

一位86岁老党员的62年坚守
本报记者 赵佳 见习记者 朱艳艳 特约记者 赵笑菊 文/图

【你好，洛阳】我市发布端午节期间
廉政五条禁令，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持续反对“四风”。作风建设是永恒课
题。执纪稍有懈怠，制度约束就会陷入

“破窗效应”，不良风气难免趁虚而入。
唯有拿出“零容忍”的态度、“钉钉子”的
精神，唯有坚持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
方能成常态、见实效、有长效。

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
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

符建林（左）与儿子符少武为游客讲解汉魏“洛出书处”石碑

焦裕禄从来不搞特殊化，
也不让子女和亲戚沾染这一恶习

严于律己做表率
廉洁奉公清风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