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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不能人工合成，不可替代，不能
长期保存，是稀缺资源。为避免血荒的
出现，定期无偿献血无疑是最好的方
法。市直机关“关爱生命”志愿服务分队
建立，就是通过无偿献血等方式参与公
益事业，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每当我市
临床血液供应紧张时，“关爱生命”志愿
者们都会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应急
献血，有力地保障了我市临床血液供应。

为加深对无偿献血工作的了解，市
直工委组织市直机关近百名党务工作者
到市中心血站参观交流，实地参观了血
液从采集、制备、检测到储存的整个工作
流程，并进行了无偿献血知识培训。

活动结束后，代表们高兴地说：“今天
近距离参观了血站工作流程，又学习了无
偿献血知识，对无偿献血的认识有很大提
高。我们回去后要做好二次宣传工作，带
动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列！”

市中心血站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
共和国献血法》指出，国家鼓励国家工作
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
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做表率。2017

年，全国公务员献血率为69.2‰，我市公
务员献血率达到80.43‰，高出全国公务
员献血率11.23个千分点，高出我市人口
献血率67.3个千分点（我市人口献血率为
13.13‰）。

毫无疑问，公务员是我市无偿献血
的先锋队、生力军，模范带头作用得到充
分彰显，为他人着想，分享生命，捐献热
血正成为全市公务人员的一种自觉行
动，是市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具体体现，更是市委市直工
委打造新时代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
关的生动实践。

李树亮 李冬 成武 文/图

关爱生命 我在行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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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陈永光
是“关爱生命”志愿者分队的骨干成员。自
2013年市直工委开始组织志愿者献血以来，
陈永光每次都参加，已累计献血4400毫升。

陈 永 光 的 献 血 经 历 缘 于 他 的 妻 子 。
2002 年，在俩人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的当天，
妻子向陈永光提议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希望
和陈永光一块儿去献血。当时，陈永光对献
血有一丝恐惧感，便向妻子问道：“献血对身
体有影响吗？”“我都献过好几次了，现在不是
也好好的吗？”妻子答道。在妻子的影响下，
陈永光进行了第一次献血。从此，每逢在结
婚纪念日，陈永光便和妻子相约一块儿去献
血。尤为巧合的是，陈永光的妻子被调动到
市中心血站工作后，就让他有机会更多地去
了解血液常识、无偿献血的重要性。随着对
献血知识的深入了解，陈永光彻底消除了对
无偿献血的顾虑。

多年来，他要求自己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和大家一起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同时，他
加入到义务宣传无偿献血工作的队伍中，用学
到的献血知识，帮助身边人消除对无偿献血的
顾虑，鼓励他们也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的爱心

队伍中，去帮助那些急需救助的病人。
陈永光说：“我深刻地体会到，用我的热血

去换取他人的健康，正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
而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副主任李晓

伟，至今也先后参加过 18 次无偿献血活动，
献血量累计达7000毫升，荣获洛阳市无偿献
血奉献奖铜奖。作为一名资深的献血者，李
晓伟认为无偿献血不仅是一种奉献精神、一
份人文关怀，更是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

2013年9月6日，朋友圈中一条“O型血
告急”求助消息，引起了李晓伟的注意。在家
里休息的他立即赶到血站进行献血。他说，
每次献血后，想到血液将用于病人救治时，内
心感到特别温暖，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帮助别
人也是快乐自己。

为了让血液达到要求，李晓伟每天都保
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跑步，合理安排作
息，在献血前尽量少沾烟、酒等。

和李晓伟一样，为了献血，“关爱生命”分
队志愿者王继群第一次献血时，被告知可能
因体重超重，不符合献血要求后，在医生建议
下，他每天坚持“暴走”，两三个月后，减重20
公斤，终于达到了献血标准。

帮助别人 快乐自己2

火红的7月，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月，广

大党员无比自豪，纷纷以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的热情，用实际行动为党的形象增光添

彩。近几天气温持续走高，室外热浪滚滚，

外出活动人员明显减少。而这样的天气里，

也是一年里面最需要无偿献血的时候。

7月26日上午，市委市直工委组织市

公安局干警在市公安局大楼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这是市直工委今年组织党员志愿者

进行无偿献血的又一次行动。

专 题

服务社会 充实人生

在洛阳，有这样的一群无偿献血志愿者，他
们大多是机关党员干部，他们打破单位界限，以
担当奉献精神建立团队，以示范带头作用凝聚
人心，靠制度护航志愿服务。他们自2013年起
已累计应急献血 7 次、3196 人次、127.84 万毫
升，唤起越来越多人的大爱之举。这个团队，就
是市直机关“关爱生命”志愿服务分队。

今年6月14日是第15个世界献血者日。
在市文物局一楼学术报告厅，市直机关“关爱
生命”志愿服务分队的 590 位志愿者捐献热
血 23.6 万毫升，这也是市直机关第 7 次开展
应急献血活动。原服务分队队长张建宇排
在献血队伍的前面，洛阳市中心血站采血人
员和他很熟悉，笑着打招呼：“今天还是老样
子，献 400 毫升？”张建宇点点头，伸出胳膊，
开始献血。

截至目前，张建宇已累计献血50余次，献
血量1.6万毫升以上，曾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并多次被市文明办、市直工委评为
优秀志愿者，是市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的优秀
代表。张建宇另一个身份是市卫生计生委计
划生育基层指导科科长，工作之余，他与“关爱
生命”志愿服务分队结下不解之缘。

张建宇在工作中了解到我市一年用血量
达40余吨，全市用血量让他大吃一惊，并有了
党员干部带头献血这样的想法和建议。

而在此之前，市直工委也与市中心血站进
行过磋商，计划在市直机关成立无偿献血志愿
者队伍，充分发挥党员、公务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突出公务员新时代精神、担当精神、示范带
头作用，弘扬正能量，不忘初心，为人民群众的
健康福祉着想，任何时候只要临床用血需要，
他们都将毫不犹豫地伸出臂膀，捐献热血！

2013年6月，市直机关“关爱生命”志愿服
务分队成立，张建宇被推举为首任队长。他不
断进行宣传发动，使大家了解献血基本知识和
注意事项，打消志愿者的顾虑。同时，他还多
次邀请一些“献血达人”为市直机关党员干部
讲述献血事迹，通过“献血达人”的现身说法，
号召更多机关党员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

“献点血对自己来说微不足道，却有可能
帮助那些急需用血的患者。这样的一个善举，
可能挽救一条生命。”张建宇说。在大家的努
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献血的队伍。

“在我们发出献血号召后的第一年，有200
多名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第二年，超过1000
人参与无偿献血。”张建宇说。目前，志愿者人
数由最初的 300 多人增加到 1500 余人，献血
总人数超过3000人次。

讲奉献做表率 公务员在行动
洛阳市直机关无偿献血工作如火如荼

20182018年市直机关无偿献血现场年市直机关无偿献血现场

市直工委组织公安民警无偿献血市直工委组织公安民警无偿献血 市委巡察办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献血市委巡察办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献血

百问百答十九大精神
86.怎样理解“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各国人民同
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宣示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面对当今世界形势和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对国际
关系和人类前景的基本主张。

第一，我们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需要
明确时代演变的方向。一方面，当今世界有利于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呼声和力量在增长，人类的相互依存在上升，国
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另一
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
粹主义不断滋长，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
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有增
无减。越是在大变革的时代，越是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
的世界，越要高扬正能量的旗帜，越要积极引导国际关系和人
类社会发展方向，避免陷入各种各样的“陷阱”。

第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符合各国人民愿望
和根本利益。面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
战，昔日那种你死我活、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冷战思维和
零和博弈越来越过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越来越成为各
国人民共同的期盼。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
会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主张，体现了中国
人民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心愿和胸怀，道出了各国
人民的共同心声，得到各国领导人热烈响应。2017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再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设想，成为保护主义、孤立
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上升背景下照亮国际社会
前进方向的一盏明灯。推动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实践，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对当今世
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依靠各国人民同心协
力、共同奋斗。为此，在政治上，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协
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
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上，各国要坚持以
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
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经济上，各国要
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
文化上，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在生态上，各国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摘编自《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项目档案

■ 项目名称：洛阳隆中重工年产
3000台细砂回收机等矿山环保设备项目

■ 项目简介：该项目位于孟津县
常袋镇空港产业集聚区，由东莞市原野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洛阳隆中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建设，项目产品以
细砂回收设备、振动筛分、尾水处理设
备为主，以环保洗砂设备、固废干排设
备等配套设备为辅，提供绿色矿山开采
系统解决方案。

日前，记者走进刚刚建成投产的洛
阳隆中重工矿山设备生产项目基地，一
台台刚刚下线的矿山用洗砂机、细砂回
收机、压滤机等整装待发。它们经整合
后，有一个对于矿山行业而言崭新的名
字——矿山环保零排放系统。

浑水遍地、污泥堆积，是人们对砂
石厂、矿山等企业的传统印象。依靠洛
阳隆中重工创新研发的这一系统，采矿
等行业有了解决环保难题的“洛阳方
案”。

洛阳隆中重工技术总监马娟介绍，
在矿山开采、建筑打桩等行业，从洗砂、
筛分到尾矿处理等环节，都有砂石的流
失，并且会产生大量对土地、河流等造
成污染的泥浆、泥水。

“传统处理有自然排放、沉淀、干燥
等方法，然而，这些方法不仅成本高、不
环保，还大量占用土地资源，存在滑坡
等安全隐患。”马娟说，矿山开采装备的
环保改造迫在眉睫。

2012年，洛阳隆中重工瞄准这一行
业“痛点”，开展矿山环保零排放系统研
发。该系统采用清洗、重力分离、过滤、

挤压等方法，实现泥砂分离、固液分离，
并将沉淀后的泥浆压成固态泥饼，直接
进行填埋或回收利用。

经检测，该系统细砂回收率在90%
以上，泥饼含水率低于35%，达到国家关
于固体废弃物干堆干排的标准，净化后
的水体含固量小于300毫克/升，可重新
用于生产，真正实现零排放，从而节约
企业用地成本，实现水资源的重复利
用。目前该产品已获得11项国家专利。

去年，该产品首次推向市场，便拿
下 3 个应用项目，占全年企业总销售额

的 10%；今年以来，该产品销售额持续
增长，截至目前应用项目已达10余个，
总额达 1000 余万元，预计占全年总销
售额的1/5。

“今年企业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
50%，其中环保零排放系统一枝独秀，成
为推动销售业绩增长的主力。”马娟说，
未来，企业将拓展该系统在市政施工、
河道清淤等领域的应用，用“洛阳创新”
杜绝泥砂污染，保护绿水青山。

本报首席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郑战波 赵永刚

“吃”进矿山泥砂 留下绿水青山
洛阳隆中重工矿山设备生产项目建成投产，矿山环保零排放系统成为市场“香饽饽”

中集凌宇上半年业绩喜人
日前，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声

轰鸣，一批新型罐车正在加紧总装。今年上半年，中集凌
宇产品完成销售4800余台，同比增长17%，销售额超过
11亿元，同比增长四成。记者 潘郁 通讯员 于晓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