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利区委书记李焦峰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吉利区突出以“抓好领导，做
好表率；抓好学习，夯实基础；抓好载
体，创新求实；抓好整改，转变作风；抓
好结合，促进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五
抓好”，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把握重
点、真抓实做，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
扎实成效。

抓好领导，做好表率。领导干部
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不是动力就是阻力。吉利区坚持把领
导带头贯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聚焦

“四风”问题，做到领导干部带头强化
学习，内容求“细”；领导干部带头征求
意见，触角求“深”；领导干部带头边学

边改，效果求“实”，为全区活动的开展
起好头、带好路、做示范。

抓好学习，夯实基础。重点组织开
展理想信念、群众路线、典型示范和廉
政警示四项教育，通过领导带学、集中
讲学、专家导学、交流互学、支部活学等
学习形式，夯实学习基础，增强学习效
果。目前，全区各单位已累计开展集中
学习570多次，领导上党课80多次。

抓好载体，创新求实。吉利区结
合实际，探索一系列活动载体。利用
微信公共服务平台方便灵活、传播迅
速等优势，开设“群众路线吉利行”微
信平台，每天固定播发信息，成为集学
习、纳谏、监督、公开于一体的综合性

宣传平台；建立意见库，将收集的意见
汇总梳理、分类归口，实行动态管理。

抓好整改，转变作风。坚持边学
边改、边查边改、即知即改、立行立改，
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抓起，从涉及
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改起，努力
让广大群众看到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
新气象、新变化。通过召开座谈会、调
研走访等形式，征求到意见、建议
1105 条，将其分解
立项，明确责任单
位。同时，把立行立
改与专项整治相结
合，通过明察暗访、
媒体曝光等方式，着

力查纠工作纪律、会风会纪、公务接
待、公车使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抓好结合，促进工作。围绕工业
项目建设、城镇化建设、服务型经济发
展、惠民实事等方面工作，研究确定了
32个重点项目，并将每个项目分解到
具体领导和单位，切实推进各个项目
的实施。

本报记者 高峰 通讯员 刘蕊

——访吉利区委书记李焦峰

突出“五抓好”确保活动扎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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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 22日，副市长王敬林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高新

区督导防汛工作并调研重点项目进展情况。他指出，各
级各部门要增强忧患意识，高度重视防汛工作，认真组织
排查；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完善
防汛应急机制，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王敬林还
到连飞科技大厦等重点项目建设工地，听取项目进展情
况汇报，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孙小蕊）

■ 20日，副市长尚英照到市司法局调研指导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尚英照指出，要把问题整改贯彻
活动始终，对能立即整改的要立行立改，一时难以整改的
要列出时间表和路线图，限期整改到位；要切实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紧紧围绕司法行政法制宣传、法律保
障、法律服务三大职能，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

（孙小蕊 豆英杰）

■ 昨日，张伟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洛阳师范
学院举行。张伟是我省郸城县秋渠一中校长，他20年如
一日，扎根基层，以校为家，带领全校师生艰苦创业，奋力
拼搏，使一所农村薄弱学校成为全县实力最强的乡村中
学，他也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教师。今年3月17日，张伟
同志因劳累过度引发脑干出血，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
42岁。报告会上，张伟的同事、学生、家人讲述了一个平
凡校长的不平凡人生。 （高峰 张新芳）五省六市媒体联袂推出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本报讯（记者 高峰 通讯员 杨红涛）昨日从市环保局获
悉，环保部日前命名37个市、县、区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我市栾川县名列其中，也是我省唯一获此称号的县

（市）。
近年，栾川县以生态林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服务业为

基础，以生态工业为主导的高效持续的生态经济格局基本形
成，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大气环境、水环境进一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省领先。去年10月14日，栾
川县被环保部确定为我省唯一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
范县”。

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栾川获誉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本报讯 文明河洛大讲堂将于本周六、周日播出第 112
期。本期道德讲堂由市直工委主办，市审计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市地方史志办公室联合承办，主题
是“诚实守信”，讲述裴麦闹老人“一句承诺、一生坚守，45年
如一日看护无名烈士墓”的故事。

文明河洛大讲堂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洛阳广播
电视台承办。本期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为：洛阳电视台一套节
目于5月24日10时45分、5月25日21时27分分别进行首播
和重播，三套节目于5月24日10时10分、5月25日10时10
分分别进行首播和重播。讲座时长30分钟。 （杨国）

文明河洛大讲堂
讲述诚实守信故事

本报讯（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王海林 尚江涛）“三夏”
大忙来临，农机销售进入旺季，而农民能享受到的农机购置补
贴也越来越多。近日从市农机局获悉，农机购置补贴从2004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走过10个年头。

过去10年，是我市农机购置补贴的“黄金十年”，直接发
放的农机购置补贴超过3亿元，直接带动农民购机投入7亿
多元。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从40%提高到68%，农
机化从初级阶段发展到中高级阶段。

今年，我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包括耕整地
机械类、种植施肥机械类、田间管理机械类、收获机械类
等 12 大类 38 小类 109 个品目。从补贴标准看，高性能、
大型农机的补贴倾斜力度加大，单台机械最高可获财政
补贴 18 万元。

农机补贴10年
直补农户3亿多元

昨日，河南科技大学举行 2014 年大学生征兵政策宣讲
会，在我市率先启动大学生征兵工作。部队代表在仪式上向
全体大学生发出倡议，激励优秀大学生参军入伍。

从去年起，全国征兵时间由冬季调整到夏季，今年，国家
将继续把高学历青年作为征集主体。昨日，洛阳军分区司令
部、涧西区武装部、洛龙区武装部和瀍河回族区武装部负责人
还在现场进行了征兵政策解答，河科大1000多名大学生到场
咨询和报名。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魏良友 摄

我市大学生征兵工作启动

把泪焦桐成雨 毋改英雄意气
——“沿着焦裕禄的足迹”大型系列报道回望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
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
澄碧。”习近平同志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半个世纪前。

50 年间，焦裕禄的名字响彻神州大地，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时代；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新世纪、新时代；不论是兰考、开封、河南，还是全国各地，
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
村，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
故乡，焦裕禄纪念馆就坐落在北崮
山村北头。采访中，《淄博晚报》记
者伊茂林走进焦裕禄纪念馆、来到
焦裕禄在家乡的故居，听焦裕禄的
家人讲述他的故事。稿件中这样
写道：“或许正是贫苦的生活、多舛
的命运磨炼了焦裕禄坚强的性格，
在博山老家，焦裕禄毅然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1947 年，焦裕禄根据
党的安排南下时，他已经成长为一
个成熟的革命战士，尽管后来十几
年的时间里，他只回过三次家乡，
但他始终和家乡血肉相连，他精神
的根也在家乡。”寥寥数语为我们
牵出一段不曾忘却的记忆，为我们
追寻焦裕禄精神的源头提供了有
益参考。

在江苏《宿迁晚报》记者张琥的
走访调查中，焦裕禄在宿迁生活时
带着时代烙印的细节逐渐清晰，通
过一些曝光率极低的文字，我们知
晓了焦裕禄曾在地主胡泰荣家做长
工，当年吃住在胡家院外路旁的牛
棚里，在听说家乡解放了，便与同乡
一同离开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
史，对这位好干部的成长历程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
追寻焦裕禄的足迹，更像是一

场精神回望之旅。我们在不同记者
的笔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焦裕
禄。在《汴梁晚报》记者安娟娟的笔
下，焦裕禄在尉氏县更多的亲民爱
民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让我们心
中这座丰碑愈加丰满。

跟随着《洛阳日报》记者赵志伟
走进洛阳，我们深切感受到，焦裕禄
是兰考人民的骄傲，同时也是洛阳
人民的骄傲。因为在其短暂的 42
年的人生历程中，有 9 年是在洛阳
矿山机器厂（今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度过的。记者通过采访
当年与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部分老
同志，重新感受焦裕禄在生产一线
时的严谨认真、刻苦钻研、关爱同志
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而焦裕禄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求
学时的宝贵细节也通过《新晚报》记
者刘旭的笔呈现在世人面前。“多年
来，哈工大的新生入学、学生入党
时，都会来参观博物馆，观看焦裕禄
的纪录片，通过这种形式让焦裕禄
的精神代代传承。”饱含深情的笔触
间，焦裕禄精神愈发有光芒。“焦裕
禄最大的特点是无私，受人尊敬。”

在《大连晚报》记者宋京的报道中，
一个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焦裕禄
的形象跃然眼前，让人们感受着焦
裕禄朴素无私的人格魅力。

兰考无疑是焦裕禄人生最浓墨
重彩的一笔，也是焦裕禄精神的诞
生地。“我是您的儿子”“去，把镜头
对准群众”“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
道 ”“ 任 何 时 候 都 不 能 搞 特 殊
化”……一个个常听常新的故事，在
记者的笔下真实而动人。

在焦裕禄生命的最后一段时
光，李新沐老人陪同焦裕禄到北京
做检查的日子在沉淀了半个世纪
后，再次被《汴梁晚报》记者打捞出
来。“我当时跟着去北京，工作就是
给书记打针和护理，当他疼痛难忍
的时候，我给他打一针止痛针。”李
新沐老人说，“当时焦裕禄肝上的癌
细胞已向皮下扩散，肚皮上都是肿
块。这种病十分痛苦，特别是肝区，
疼起来就像刀割一样。但是书记是
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非常能忍。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强忍着
疼痛，很少大声呻吟。”面对病痛时
特别坚强的焦裕禄，让不少读者潸
然泪下，更让数以万计的百姓更加
怀念焦裕禄。

一篇篇真实而饱含深情的报道
广受关注，河南《汴梁晚报》《洛阳日
报》《洛阳晚报》、山东《淄博晚报》、

江苏《宿迁晚报》、黑龙江《新晚报》、
辽宁《大连晚报》对系列报道进行了
追踪式刊发，人民网、中国日报网等

网站对全文进行了转载，报道在广
大党员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焦裕禄精神
是群众路线的突出体现。‘沿着焦
裕禄的足迹’大型系列报道采取异
地报纸联合开展的方式，不仅形式
新颖，也挖出了很多焦裕禄鲜为人
知的动人事迹。故事真实、细节丰
富，让我脑海中焦书记的形象更加
丰满、立体。”一位名叫拜波的读者
对报道给予高度评价。

在焦裕禄逝世50周年之际，从
5月8日起，河南《汴梁晚报》《洛阳
日报》《洛阳晚报》、山东《淄博晚
报》、江苏《宿迁晚报》、黑龙江《新晚
报》、辽宁《大连晚报》等五省六市多
家媒体联合推出“沿着焦裕禄的足
迹”大型系列报道。几家媒体记者
联手，历时半个月，沿着焦裕禄生

活、工作、学习的足迹，深入采访焦
裕禄的感人事迹和各地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的情况，感受焦裕禄为人
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展现
了焦裕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从山东淄博辗转江苏宿迁，再
到尉氏、洛阳，北上哈尔滨、大连学
习进修，直到来到兰考大地上，带病

与“三害”做斗争，最终将生命奉献
给了这方热土。焦裕禄用实际行
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
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
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
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为后
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焦
裕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焦裕禄精神“跃然纸上”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激励党员干部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汴梁晚报》记者 付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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