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高新区严格按照中央、省委
和市委的要求和部署，紧紧围绕队伍建
设、民生保障、环境优化、安全稳定、基层
党建五个着力点，抓学习、转作风、重整
改、促发展，有效激发了党员干部干事创
业的激情。”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马志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新区
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统筹兼顾，
切实做到“三抓三重三促进”，使教育实
践活动真正成为推动高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强大动力。

何谓“三抓三重三促进”？马志强解
释，“三抓”是指抓龙头，突出示范带动；
抓典型，突出氛围引导；抓督导，严防走
偏跑题。“三重”是指重群众参与，不搞自
娱自乐；重问题导向，切实聚焦“四风”；

重解决问题，扎实落实整改。“三促进”是
指促进作风转变、促进民生改善、促进经
济发展。

马志强说，高新区把抓领导示范带
动作为重要环节，推动教育实践活动高
质量开展。通过开展专题学习、推行党
工委委员联系点制度等方式，促使领导
干部带头深入学习、带头征求意见、带头
落实整改。各单位征集意见、建议 273
条，按照“边查边改、立行立改”的要求，
确定整改事项94项。与此同时，高新区
还从全区各单位抽调骨干人员组成督导
组，按照“讲原则不讲关系、讲规矩不讲
面子”的要求，真督真导真查，对学习教
育、征求意见不过关的领导干部、单位集
中组织补课、返工。

高新区把“听民声、聚民意、集民智、

解民忧”贯穿始终，不断拓展收集意见平
台。对收集到的问题，高新区要求相关
部门、责任人对照“四风”问题清单和焦
裕禄精神，深刻剖析思想根源，明确整改
举措。与此同时，高新区还设置“整改落
实排行榜”，按照“速度快、效率高、群众
满意”的标准，每月对各单位的整改落实
情况进行公布。

马志强说，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有力
促进了高新区党员干部作风转变，一大批
涉及民生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高新区
在窗口单位开展了“擦亮窗口、优化服务”

活动，进一步简化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并
强化监督，对推诿扯皮、耽误群众办事的，
实行公开问责；高新区城市监察局开展了

“进社区、进商户、进农村”活动，区创建办
开展了“假如我是服务对象”换位思考活
动等，均得到了群众认可。

在教育实践活动推动下，高新区开
放招商和项目建设实现了新突破，全年
计划实施千万元以上产业项目44个，洛
单集团半导体项目等 16 个亿元以上项
目已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李江涛 特约记者 王思臣

——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马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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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 昨日，中宣部出版局副巡视员张凡带领全

国“扫黄打非”“净网”行动督导组来洛，深入中国
移动（洛阳）信息安全运营中心、市图书市场、洛阳
市三秦印务有限公司等地，检查我市“扫黄打非·
净网2014”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省新闻出版局副
局长来有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炳旭等参加
督导活动。 （常书香 张利波）

■ 昨日上午，我市组织收看收听全省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副市长王敬林
在洛阳分会场介绍了我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
展的经验、做法。截至目前，我市60岁以上老年
人约有 95.8 万，约占常住人口的 14%，人口老龄
化形势日趋严峻。王敬林指出，下一步，我市将积
极推动养老服务社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将
养老事业发展与经济转型相结合，与解决就业、拉
动内需相结合，使养老服务业成为我市新的经济
增长点。 （戈晓芳 张萌）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
这是对焦裕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
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的诗
意表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焦裕禄
始终把艰苦朴素的作风融入生活和工作
中，落实在具体行动上，成为清正廉洁的
典范。

“无论如何，咱不该不给！”
“焦书记可会教育人，你要是犯了

错，他不吵你也不骂你，而是通过讲道
理让你明白。”在年过古稀的张明堂老
人眼中，焦书记对身边人很严，但严得
有道理。

1963年盛夏的一天午后，焦裕禄和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明堂从双杨树村回
县城。二人在村里忙了半天，连午饭也
没顾上吃，又渴又饿。路过一片打瓜地，
张明堂建议买个瓜吃，焦裕禄欣然同
意。吃完瓜，焦裕禄示意张明堂付钱，看
瓜的老农板起了脸：“焦书记是外地人，
不懂咱的规矩，你本地人咋也不懂？过
路人吃个打瓜，谁家兴要钱？俺就图留
下瓜子。”

临进县城时，焦裕禄指着一处明代
黄河故堤问：“明堂，那故堤一开始就修
那么高吗？”“那咋会？是河水涨一次附
一次堤，次数多了就高了。”“人犯错误也
是这样。一次能犯多大？还不是一次次
累积……”张明堂一听，马上拦住话头：

“焦书记，您别说了，我知道，你还是为那
瓜钱的事别扭。可人家确实是不收啊。”
焦裕禄摇摇头：“无论如何，咱不该不
给！”张明堂打心眼里折服，赶紧把钱给
瓜主送去。

“评给我的救济款，我一
分也不要！”

焦裕禄在兰考期间以艰苦朴素的

“土气”和兰考人民甘苦与共。他从不接
受馈赠，不多占国家一点一滴，送上门也
不要、递到手边也不沾。

由于家庭人口多，焦家的生活并不
宽裕，但焦裕禄从不伸手向国家要救济、
要补助。1963年1月中旬，焦裕禄下乡
后回到县委，看到墙上贴着的福利救济
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就找到机关党支部
书记问是怎么回事。他问：“救济有什么
条件吗？”支部书记回答：“家在灾区，生
活困难，本人申请。”焦裕禄笑着说：“我
家又不在灾区，本人又没有申请，为什么
有我？”他郑重地说：“发放救济款，不仅
仅是几个钱的问题，要把它当成政治任
务去做。要教育干部，对生活上的困难，
首先要依靠自己省吃俭用去解决。我们
都有工资，不能两眼向上，坐等救济。”

晚上，焦裕禄召开了机关党员大

会。他说：“兰考是个灾区，人民的生活
都很困难。我们时时、事事应该首先想
着群众。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可自己苦
些，也不要随便要国家的救济。我们是
县委机关，更应该给全县干部做出榜
样。”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评给我的
救济款，我一分也不要！”在他的带动下，
当场就有 10 多名同志表示不要救济
款。最后，机关福利委员会又重新评定
了救济人员，重点照顾了 8 位困难最大
的同志。

焦裕禄的艰苦朴素让很多后来人禁
不住掉泪。走进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不
难发现，焦裕禄的衣、帽、鞋、袜都拆洗、
缝补过多次。一床被子他用了几十年，
上面有 42 个补丁，褥子上有 36 个补
丁。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县委初建
时购买的，有不少破损的地方。他去世
时，除了常年戴的一块手表，没留下任
何遗产。

“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
命吗？”

有一次，县里一位管财政的领导干
部主张把县委办公室的桌、椅、茶具全部
更换，焦裕禄明确反对说：“坐在破椅子
上就不能革命吗？灾区面貌没有改变，
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
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
连想也很危险。”

“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焦书
记当年的话至今仍时时萦绕在当年在县
总工会工作的李国庆老人耳边。据他回
忆，有一次焦裕禄排队买了一张第27排
靠边的票，剧场负责人发现了，就请他去
前排坐。焦裕禄却说：“我买的就是这一
排的票。乡下群众轻易不进城，看戏的
机会少，前排的位置应该让他们坐！”负
责人说：“前排有专门给领导留的位置，
这是多年的老规矩。”焦裕禄再次拒绝：

“老规矩不合理的，就应当废除。我们不
能为迁就某些人的坏作风而放弃原则。”

焦裕禄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化，也不
让他的子女和亲戚搞。大女儿焦守凤初
中毕业时，有人介绍她去当小学教师，有
人介绍她去邮电局当话务员，但都被焦
裕禄拒绝。他亲自将女儿送到食品加工
厂，对厂长说：“守凤到你们厂做临时工
进行劳动锻炼，分配工作时，你把她分到
酱菜组，这对改造她怕脏怕累的思想有
好处。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另
眼看待，应该对她的思想工作抓得更紧、
要求更严。”

焦家清风世代传
焦家小院里有棵石榴树，石榴花儿

谢了又开，果实落了又结，焦裕禄的家风
却始终清气满庭。

3月17日中午，焦家小院的宁静被
打破。焦裕禄的子女们带着子孙回到了
这里。在焦裕禄二儿子焦跃进的主持
下，焦家的家风被总结为“六个坚持”：第
一，坚持带头学习，坚定理想信念，严格
遵守党的纪律，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追
求；第二，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
线，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不
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不能做；第三，坚
持清正廉洁，严于律己，正派做人，不谋
私利；第四，坚持勤俭持家，艰苦奋斗，
不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生活上向低
标准看齐，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第五，
坚持勇于担当，善于创新，做到修身养
性，自爱自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
兢业业，实现人生价值；第六，坚持继承
父亲的遗志，牢记父亲的教诲，做焦裕
禄精神的继承者、实践者、传播者，无愧
于焦裕禄后代。

“父亲的精神里边最重要的一条是
不搞特殊，清正廉洁、严于律己。我们
作为家属更应该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
己，做到警钟长鸣，清正廉洁。”焦跃进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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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汴梁晚报》记者 付艳波

■ 20日，副市长王敬林到市工商局、市市场
发展服务中心、市外侨办、经济开发区等单位，调
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听取基层
代表、群众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王敬林指出，各单位要把整改贯穿到教育实践活
动全过程，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认真加以整改；要
坚持统筹兼顾，围绕中心工作，狠抓业务能力提
升，进一步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孙小蕊）

本报讯（记者 张斌）为向市民提供更多喜闻乐见
的资讯内容，全面提升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的传播力、影
响力和引导力，昨日，在2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共同见
证下，洛阳城市LED联播网正式开播。

洛阳城市LED联播网是洛阳日报报业集团为了
适应传播移动化、信息数字化、视频户外化的现代传媒
发展形势，通过与洛阳广播电视台等单位的战略合作，
以户外LED电子屏幕为主要媒介，以洛阳日报报业集
团、洛阳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所发布的鲜活本土新
闻资讯、洛阳企事业单位形象宣传为主要传播内容的
又一城市主流新媒体，日覆盖人群120万，是目前为止
洛阳最大、覆盖最广的LED城市联播网。

洛阳城市LED联播网以服务洛阳市民为目标，意
在采取多种媒体结合的传播方式，满足公众日益增长
的信息需求；同时，将加强与政府、企业及市民之间的
交流，打造一个集新闻资讯传递、品牌报道、公益宣传
等职能于一体的公共信息化平台，成为洛阳日报报业
集团转型发展的重要阵地。

洛阳城市 LED 联播网开播初期，将在户外 LED
电子屏幕上播出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各媒体新闻资讯、
央视《新闻联播》、洛阳《新闻联播》、《都市360》等新闻
节目以及城市和各企事业单位形象宣传片等。下一
步，城市 LED 联播网还将在城区繁华路段建设高清
LED电子屏，使城市LED联播网这一新户外媒体覆盖
整个洛阳市区，播出内容也将根据市民的意见，进一步
提升和优化，力争更加贴近民生、贴近群众。

走在城市马路上 鲜活资讯抢眼来

洛阳城市LED联播网
正式开播

现将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拟任职干部的情况
公示如下，请予监督：

潘峰，1968 年 1 月生，河南伊川人，大学学历，中
共党员，现任中共涧西区委副书记（2006年5月任副
县级），拟提名为汝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

欢迎干部群众通过电话、网络、来信来访等方式，
反映情况和问题。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应
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以便于调
查了解。

公示时间：2014年5月22日—28日
举报电话：0379-12380 邮编：471023
举报网址：http：//lygbjd.pway.cn/jub
信访地点：市委干部监督室（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中共洛阳市委组织部
2014年5月22日

关于潘峰同志
拟任职的公示

（上接01版）
如今，符建林老人已86岁了，保护石

碑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父亲几十年
如一日的默默坚守，今年也已60岁的符
少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既感动又心
疼。2010年，他不再出门打工，和父亲一
起保护石碑，传承河洛文化。

符少武说，一方面父亲年纪大了，本
身也需要人照顾；另一方面，河洛文化和
石碑的名声越来越大，全国各地越来越多
的文物专家、文化学者前来参观研究，需
要有专人来负责接待。

“尤其是这两年，人们对河洛文化十
分重视，有时一天就有五六十人前来参
观，他们都是为保护、传承河洛文化做贡
献，我更要做好配合工作。”符少武说。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参观，符少武在自
家大门上写上了自己与父亲的电话号码，
只要有人打电话想要看看“洛出书处”碑，
他就会第一时间赶到，打开院门上的锁。
他做这一切，和父亲一样，都是义务的。

今年1月的一天，符少武坐公交车到
洛宁县城办事。10 时许，他刚到县城就
接到电话，说来自三门峡渑池的传统文化
研究会人员想参观。二话不说，符少武立
即又坐公交车赶回到20公里外的家中。

为了更好地保护“洛出书处”碑，符少
武还与父亲一起“充电”，在空闲时间查阅

“河图洛书”相关资料，还抓住时机请教前
来考察的专家学者。凡是听说有关“洛
书”的传说和古迹，符少武都前去考察，回
来与父亲交流。

此外，符少武还自学拓片技术，将洛
宁境内与“洛书”相关的碑文制成拓片，进
行研究并保存下来。目前，他已经有了70
余幅拓片。“今年，我打算办一个拓片展，
让更多的人了解‘洛出书处’。”符少武说。

“我现在心里踏实了！”
符建林父子的坚守没有白费。2008

年，“洛出书处”及两块石碑被认定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洛出书处”被
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正在申
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建林老人
也于2010年被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河图洛书”传说）代表性传承人。

“符建林父子俩的坚守感动着当地
人，守碑与传承河洛文化的重担，今后将

会有更多的人来担起。”长水乡乡政府负
责人张孝娟说，作为中华文化之根，“洛
书”魅力无穷。近年，随着以寻根祭祖和
文化溯源为内容的旅游活动不断升温，越
来越多的人来探访、拜谒“洛出书处”石
碑，感受华夏文明的神秘和厚重。

目前，当地政府已完成了对“洛出书
处”的保护规划，将以洛河和沿河公路为
纽带，打造一个综合性的“洛出书处”大文
化旅游景区，把“洛出书处”旅游区建成集
休闲、乡村度假、文化创意产业于一体的
区域复合型旅游目的地，保护和传承“洛
出书处”遗迹和文化。

“不光能保护好碑，还能宣传‘洛出
书处’，我现在心里踏实了！”符建林欣慰
地说。

1964年2月焦裕禄在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时的病房 （合成资料图片）

近日，在位于孟津县送庄镇的洛阳翠绿农业有限
公司的蔬菜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收获成熟的芥蓝
菜薹。

该基地是我市唯一一家供港蔬菜生产企业，该企
业在送庄村流转土地1000亩，种植广东菜薹、日本芥
蓝等 15 个蔬菜品种，所产蔬菜供应香港并远销东南
亚，年创产值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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