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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民所需者，
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
本报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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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地市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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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看不见的手”和
“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这两天，林州市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李蕾应邀来洛为广大党员干部作了
四场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党的群
众路线讲红旗渠的故事。优秀讲解员出身
的李蕾很会讲故事，仅用几组数字，就紧紧
地抓住了全场人的心。

“五百年”背后的民声
红旗渠，非建不可。

“凶旱，无麦，秋绝收。”“频年荒旱。”“夏
大旱，秋无禾，冬饥，人相食。”……李蕾查阅
了林州修建红旗渠前500年的史料，从史书
上摘抄下来的类似表述密密麻麻填满了一
张A4纸。

李蕾说，修渠引水，是千百年来当地老
百姓的共同期盼。林县（1994年经国务院批
准撤销林县设立林州市）当年共有550个行
政村，300多个村名都带“水”，“谁能给我们
一滴水，谁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言毕，李蕾在幻灯片上给出一行大字：
为了人民，是红旗渠精神的根本。

“五同”背后的民心
1954年，杨贵就任林县县委第一书记。

这年，他26岁。
他是年轻的老兵——26岁的他已有11

年的革命和建设经历。
他是“五同”书记——和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
他是“群众”书记——深入山区调查研

究，组织干部群众讨论山区前途，最终做出
“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
林县河山”的决定。

他经常反问自己：正因为山区落后，才
需要我们去建设，如果因为条件艰苦就嫌弃
它、抛弃它，我们怎么对得起为解放这片土
地洒尽一腔热血的革命先烈？如果建设社
会主义总是一帆风顺，不需要艰苦奋斗，很

容易成功，还要县委干什么？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
他说，水是林县的一切。站在林县这方水土上，就得为父老乡亲彻

底解决缺水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讲至此，李蕾声情并茂地总结道：“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人们会

永远记住他！”

“三五两”背后的民力
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林县党员干部始终干在前、吃苦在前。在任

务分工上，党员干部先行先试，然后再给民工定指标。由于当时经济困
难，在粮食补助标准上，干部和民工也有区别，那就是：干部要比民工少
分三五两。

说话间，李蕾在屏幕上给出一张清单：“1960年2月到4月，民工补
2 市斤，干部补 1.5 市斤；1960 年 5 月到 8 月，民工补 1.8 市斤，干部补
1.5市斤；1960年9月到10月，民工补1.2市斤，干部补0.8市斤……”

接着，李蕾轻点鼠标，跳转下一帧幻灯片，上面赫然写着：“党员干部
流汗水，我们就不怕流血水！党员干部搬石头，我们就一定能搬山头！”

记者聆听了27日上午在市工人俱乐部的那场报告。除了开头和
结尾，全程没有一个人鼓掌。大家都沉浸在红旗渠精神的暖流里，舍不
得打断李蕾的真情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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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孟津县华阳产业
集聚区的洛阳华高轴承科技有限公
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工数控精
密轴承套圈。

该项目总投资4.65亿元，年产
2000万套数控精密轴承套圈和400
余台数控精密冷辗成型机，预计年
销售收入 4.5 亿元。目前，该公司
拥有2项高科技自主知识产权和5
项发明专利，主打科技牌，向科技
要效益。

记者 曾宪平 摄

瞄准高精尖
主打科技牌

本报讯（记者 李江涛）带着对
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关心和厚望，
昨日下午，市委书记陈雪枫专程来到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调研。他强调，全
市新闻宣传系统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增强全
市党员干部“赶考”意识，突出洛阳在
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重要增长极、文
化示范区、最佳宜居地和开放创新城

“四个定位”，为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
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

陈雪枫首先来到《洛阳日报》采
编大厅，了解《洛阳日报》的出版流
程。当听到记者深入基层采访、围绕
中心工作的报道有创新，还能获得额
外奖励时，陈雪枫表示肯定：“这种做
法很好，就是要积极鼓励记者到一线
去，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围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围绕建设中原
经济区的‘四个定位’采写鲜活新闻，
搞好宣传报道。”

洛报集团主办的洛阳网，是国家
一类新闻网站，目前已经成为洛阳访
问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综合门户网
站。在洛阳网采编大厅，听取洛阳网
的采编、运营等工作汇报后，陈雪枫

希望洛阳网更加注重创新，积极引进
高素质人才，进一步做大做强。“百姓
呼声”是洛阳网重点打造的网上问政
平台，在得知已有893家职能部门和
单位在线解答、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时，陈雪枫称赞“百姓呼声”办得好。
他强调，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群众诉求
办理工作，同时要加强督办、考核，使
群众的困难事、烦心事都能得到及时
解决。

在洛报集团社史馆，陈雪枫认真
观看反映洛报集团发展历史的珍贵
图片、书籍资料等。经过 66 年的不
断发展壮大，洛报集团已拥有五报二
网，在业界享有盛誉。1948年4月9
日，《洛阳日报》的前身《新洛阳报》
创刊号提出的“凡人民所需者，莫不
全力而为”的办报宗旨，如今仍印在

《洛阳日报》报头区。陈雪枫指出，
党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党报就
要努力服务群众，希望《洛阳日报》按
照这样的办报宗旨办得更加出色。

调研期间，陈雪枫听取洛报集团
工作汇报后说，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发
展思路明确，工作很有成绩，特别是在
宣传“开放招商、服务企业、优化环境”

“两提两增”“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

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深入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中
心工作上，浓墨重彩，效果突出，市
委是满意的。他希望洛阳日报报业
集团再接再厉，把新闻宣传、文化产
业等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为全市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就进一步做好全市新闻宣传工
作，陈雪枫强调，要持续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
服务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
前，洛阳面临的发展任务很重，需要
破解的难题很多，需要全市上下凝心
聚力、攻坚克难。新闻媒体要出色履
职、守土尽责，大力弘扬主旋律，积极
传递正能量，紧紧围绕增强广大党员
干部“赶考”意识，突出洛阳在中原经
济区建设中的“四个定位”，不断创新
宣传报道的理念和形式，不断提升报
道质量和宣传水平，坚定全市上下科
学发展、加快发展的信心，引导全市
上下在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
济区副中心城市的宏伟进程中有更
大担当和作为。

陈雪枫强调，新闻宣传系统不
仅自身要扎实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还要强化宣传报道，
在转变全市党员干部作风、解决“四
风”问题、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要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宣传我市
各地各部门以及外地在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方面的好做法、新成效，
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
的能力。要通过新闻媒体这一平
台 ，更 好 地 收 集 社 会 各 界 对 转 变
干部作风、加快洛阳发展的意见和
建议。

就加快文化产业发展，陈雪枫
指出，洛阳各类资源丰富，发展文化
产业优势明显、潜力巨大、前景广
阔。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在文化产业
发展方面已经迈开了实质性步伐，下
一步要在做好自身文化产业工作的
同时，还要宣传、引导全市上下关心、
支持、参与文化产业，在盘活资源、激
活潜力、营造氛围方面持续给力全市
文化产业发展，真正当好全市文化产
业发展的领头羊。

陈雪枫还对加强网络宣传等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炳旭
一同调研。

陈雪枫在洛阳日报报业集团调研时对全市宣传工作提出要求

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

干热风再预警
气温还要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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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金”丝路经济带
洛阳企业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