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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共产党员、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退休干部、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赵文庭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7月7日在洛阳逝
世，享年78岁。

赵文庭同志 1939 年 9 月出生于河南省邓州
市，1958 年 9 月任邓县桑庄公社治安科办事员，
1958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工程兵建筑
第107团4连战士、新兵班长、文化教员；1960年4
月至1975年5月历任7169部队保卫部干事，二炮
工程技术总队政治部保卫科干事、副科长、科长；
1975年5月任第二炮兵工程技术总队政治部保卫
科科长；1983年5月任第二炮兵工程技术总队政
治部主任（副师级）；1986年1月任洛阳玻璃厂保
卫处（后为公安处）处长；1989年3月任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96年3月任洛阳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99年1月再次当
选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4年5月退休。

赵文庭同志生平

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昨日，以“学习雷锋 奉献
他人”为主题的洛阳日报报业集团道德讲堂活动成功
举办。

本期道德讲堂在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离退休职工合
唱团演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中拉开序幕，共分唱歌
曲、诵经典、学模范、谈感悟、一堂一善事5个环节。讲
堂通过诵《礼记·礼运》《己亥杂诗》等经典，听助人为乐
道德模范事迹，谈学模范感悟，观看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扶贫活动纪实视频，引导员工用实际行动践行和弘扬
雷锋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并在社会生活中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
穿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将道德讲堂作为创建省级文
明单位的重要载体，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
教身边人”的形式，努力营造崇德尚善、锐意进取、尽
职奉献的浓厚氛围。

举办道德讲堂
助力文明单位创建

昨日，由市委宣传部、河南科技大学共同主
办的“大学生宣讲团”基层巡演活动在我市拉开
帷幕。

今年的巡演活动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主
题，7月15日至8月20日，由河南科技大学学生组
建的“大学生宣讲团”近240人，将分赴我市各县

（市）区的基层社区、企业和农村演出18场。宣讲
团将通过讲故事、演小品、诗朗诵、歌舞等形式，宣
传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精神，以年轻人的蓬勃朝气
引导广大基层党员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向深
处、落到实处。同时，今年的巡演活动还将遴选节
目，建立节目库，进行网络展播。

图为昨日老城区雷锋广场演出现场
记者 李梦龙 实习生 魏欢 特约通讯员 石

智卫 王少峰 摄影报道

我市“大学生宣讲团”
基层巡演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王栋）龙门石
窟智慧旅游再度升级。在昨日举行的龙门石窟智
慧旅游 2.0 暨智慧旅游大数据报告发布会上，《龙门
石窟智慧旅游大数据报告》正式发布，标志着龙门
石窟迈入大数据时代，景区营销、管理、服务能力将
全面升级。

去年7月15日，“互联网+龙门”智慧景区一期项
目上线运营。目前，智慧景区一期、二期项目均已上
线，涵盖“互联网+购票”“互联网+游园”“互联网+管
理”“互联网+宣传”“互联网+经营”“互联网+文物保
护”“互联网+文化创意”等多项功能，为游客带来从入
园前到出园后的全流程智慧体验。

大数据报告详细分析了一年来龙门石窟景区的
智慧旅游大数据、“互联网+龙门”智慧景区建设的主
要成果等，并规划了景区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蓝
图。一年来，游客通过龙门石窟微信平台购票总数
达202828张，购票总额1070万元。

在发布会上，腾讯公司联合龙门石窟景区宣布，
将联手在景区建设全国首个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
未来，龙门石窟将利用大数据手段，全面分析游客的
行为轨迹、消费方式、行为喜好等，实现景区的精准
管理、精准营销和服务提升。同时，景区将借助高新
科技手段，通过有效互动和便捷服务场景打造，实现
游客的全方位体验升级。

副市长魏险峰等参加发布会。

智慧旅游再升级

龙门石窟
迈入大数据时代

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马少龙）昨日上
午，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孟铎带领有关部门负责
人，到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禁毒支队及部分警务室、交
警岗等处，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民警，详细询问民
警工作和生活情况，给他们送去驱暑降温用品。

吴孟铎嘱咐广大民警注意身体、做好防暑工作；勉
励他们发扬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全力做好本职
工作；希望他们继续发扬优良作风，进一步创新基层警
务室服务方式，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吴孟铎强调，各警种、各部门既要履职尽责抓好巡
逻防控、处突维稳、交通疏导等工作，又要切实关心一
线民警的生活，落实有效措施做好防暑降温，科学安排
执勤警力、执勤时间，确保民警全身心投入各项公安工
作之中；要加强多警联动，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案事件能
够快速有效处置，全力以赴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社
会治安环境和道路交通环境。

慰问勉励一线民警
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行程 200 公里、经过 3 次充电、历时 10 个小时，一
辆电动自行车被从洛阳市区骑到了栾川县叫河镇栗树
沟村。

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叫樊振成，他这次辛劳的旅程，
不是为了欣赏沿途的美景，而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扶贫
工作。

克服交通困难，誓让栗树沟村早日脱贫

樊振成是市司法局信访科副科长，去年10月被选派
到栾川县叫河镇栗树沟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叫河镇地处栾川县西南部，南与西峡相邻、西与卢氏
接壤。栗树沟村是一个贫困山村，全村8个自然村、16个
居民组分布在24平方公里的大山中，有137户贫困户。

“村民分散在一道道沟中，路途远、道难行，交通问题成为
我扶贫路上的首要障碍。”樊振成说，他刚到栗树沟村时，
工作开展常常受制于交通。

刚上任时，单位派车将他家中的一辆小电动车送到
村里，但由于续航里程短，常撂到路上。樊振成说，精准
扶贫，必须不停走门入户，有一个好的交通工具，就像多

了一个好帮手。
今年4月，樊振成花7000元购买了一辆续航里程较

长的电动自行车。由于车体较大，装不到汽车上，樊振成
决定将电动自行车骑到村里。这才有了上述的一次特殊
的旅行。

路上，樊振成无暇欣赏伏牛山秀美的风光，只想早点
回到村中，回到群众身边。樊振成说，作为一名有30年
党龄的党员，要做好农村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就必须
扑下身子，像吴仁宝等先进模范一样无私奉献。

到栗树沟村以来，樊振成踏踏实实走访调查，与群众
座谈，了解贫困户详情，誓让栗树沟村早日脱贫。

利用优势资源，帮桦树坪村摘掉贫困帽

其实，早在2014年，樊振成曾被选派到叫
河镇桦树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初到桦
树坪村，他便被那里原生态的自然美景吸引
了。一段时期，如何让美丽的风光转化成村
民的收入，成为他每天思考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考察，樊振成认为

发动村中条件较好的村民开办家庭宾馆，引来游客旅游
和购买村中山货，是一条不错的脱贫路子。

“有一次与几位到村中游玩的外地退休老干部交谈
时，我了解到很多退休老人有到原生态大自然中休养的
愿望。”樊振成说，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留了老干
部的电话，经常打电话咨询，将外界信息反馈给村民。

在樊振成和村干部的多次努力下，有不少村民开办
了家庭宾馆，村里的山货也打开了销路，部分村民根据游
客带来的信息，外出找到了工作。去年，桦树坪村摘掉了
贫困帽。

“早年，社会给予我；中年，我给予社会。作为一名受
组织培养多年的共产党员，要时刻怀有感恩与奉献之
心。”樊振成说，让贫困群众早日过上幸福生活，是驻村党
员最好的感恩和奉献。本报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尚剑玲

栾川栗树沟村“第一书记”樊振成：

心怀感恩 乐到深山去“攻坚”

在招商引资竞争激烈的今天，有的地方拿土地当优
势，有的地方拿政策引客商，有的地方招不到商，而在新
安县，客商不招自来，他们看重的就是该县的人才和劳
动力优势。

“上海酒店110人、合肥胜利科技60人、郑州海马
80人、奇瑞汽车60人……”在洛阳科技职业学院就业
办主任的记事本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数据。

是什么让这些大型企业把用工的“绣球”抛向该
校？该主任说：“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需要什么
人才，我们就设置什么专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实
现学生‘订单化’，入学即就业。”

去年8月，奇瑞公司与该校沟通，想在该校招聘汽车
应用监测维修专业的学生，原计划将今年毕业的400多名
该专业学生全部招录，可最后只招到了60人，原因是该专
业的学生早在一年前就已被同行业的其他企业“预订”了。

20岁的农村学生马若飞，去年在洛阳市某星级酒
店当实习厨师，因表现出色被企业老板相中，目前他带
着证书已与酒店签订了劳务合同，每月能拿到5000元
工资。“5000元在本地也算是高收入，父母每年种地的
收成还不抵我一个月的收入，一些读本科的同学都羡慕

我的工作，掌握一门技术比啥都强。”马若飞说。
新安职高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学校走的是集产、

学、研于一体的路子，实行产教合作与校企一体化办学，
共同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学校办学与产业园区、教育
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学生毕业时除毕业证外，还有
一本专业技术证书。目前，新安职高与德国实行联合办
学，首届学生将于明年毕业，届时他们将领取“洋证书”，
可在两个国家选择就业。

职业教育的发展，使新安农民得到实惠，企业尝到
甜头，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职教招生人数连续3年以
年均3000人的速度递增，与之相对应的是贫困人口的
减少。据统计，3年来，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掌握一技之
长后脱贫的人口超过1万人。去年该县专门部署职业
教育招生工作，明确提出，家庭困难的学生只要有意上
职高，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县财政再给予补助，确保不
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

新安县委书记王玉峰说：“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
抓就业、抓扶贫、抓增收，我们就是要通过‘送智’的办
法，让学生和贫困群众接受完整的技术培训，为他们创
造人生出彩的机会。”

建功九大体系 争当河洛先锋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刘功银 《农民日报》记者 李丽颖

新安：职教为脱贫攻坚“强筋壮骨”

大学生毕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企业抛出高薪招不
到过硬的技工。一方面是市场需求量大、企业用工荒，
另一方面是达不到用工要求、大学生就业难。河南省新
安县将职业教育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推行“三保”理
念，有效摆脱了这种尴尬局面。日前，记者走进新安县，
探究该县职业教育发展的奥秘。

保成才 让贫困学生看到希望

新安县位于豫西山区，近年，把科教育人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三大战略”之一，提出了职业教育保成才、保
就业、保证书的“三保”理念，结合工农业发展需求，重点
发展能为学生提供岗位、为家庭增加收入、为工业储备
人才的特色专业，全县职业教育学生就业率达100%，职
业教育也成为破解“三农”难题、助力脱贫攻坚的一把

“金钥匙”。
职业教育会集的人群，大多是家庭贫困的孩子。对

于这样的家庭来说，一个劳动力的成功就业，就意味着
整个家庭的脱贫。从去年秋季开始，全省各类中职学校
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将全部免除学费，惠及千百万
贫困家庭。

厥山村青年刘恩峰家境贫寒，中考时，他报考了县
职业高中的机电专业。毕业后，他凭借在学校三年学到
的过硬技术，应聘到距村子不远的铝加工厂。由于他基
础好、上手快，很快由普通技工岗位调整到专业技术岗
位，每月工资 6000 多元。如今他成了企业的技术骨
干。这两年，他盖起了新房，购置了家电，家里的生活条
件得到彻底改善。

近年，新安县用于职业教育的投入有5亿多元，已形
成一所大专院校和一所中职院校，开设专业60多个，累计
培养各类技术工人3万多名，今年在校生人数达1.8万。

良好的环境、特色的专业、过硬的师资和高质量的
就业，使职教逐步成为新安的名片，周边县市的学生也
纷纷到新安就读职业学校。一些贫困山区的青年通过
职业教育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新安职高校长付小平说，职业教育把教室搬到工
厂、田间，学生可以直接在一线学习、实践，学校也能从
中发现不足，从市场中寻找新的课题，使学生走出校门
就变成了工厂的技术能手、致富带头人，大批农村劳动
力转移有了“跳板”。

保就业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新安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改革开放后，县域综合
经济实力跃居河南省十强。经济实力上去了，但仍有部
分农民收入徘徊不前。据该县扶贫办主任梁幸福介绍，
目前新安还有2.2万贫困人口，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多
数农民没有一技之长，致富无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压
力要求新安必须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将劣势转化为优
势，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实现脱贫。

家有财富千万，不如身怀一技。为提高劳动者素
质，促进农民脱贫，该县在抓好在校生教育的同时，发挥
现有职业学校的专业优势，根据群众需要，组织特定培
训课程，把技术送上门，直接有效地为农民解决生产中
遇到的难题。

“山清水秀风景好，只见大哥不见嫂。”由于地理

位置偏远，多年来新安县龙潭沟村一直是个贫困村，
一些年轻人甚至面临找对象难的问题。县委、县政
府实施旅游开发、精准扶贫后，80%以上的村民家里
有了轿车。

龙潭大峡谷景区开发后，县政府对当地农民进行三
产服务业技能培训，引导他们发展农家宾馆。

目前，龙潭沟村80%以上的村民都在从事餐饮、住
宿等旅游相关产业，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脱贫致富
的龙潭沟村，还带动周边的村民从事旅游。

新安县委副书记、县长郅书安说：“职业教育是最直
接、最有效、最精准的脱贫举措，是贫困家庭迅速摆脱贫
困的‘直通车’和‘金钥匙’，是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惠及
几代的民生工程。”

保证书 让学子展翅高飞

昨日，《农民日报》头版刊发通讯《新安：职教为脱贫攻坚“强筋壮骨”》，报道新安县将
职业教育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通过让贫困学子学有所成、顺利就业而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并为县域招商打造人才优势的做法和成效。本报今日全文转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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