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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16日，我市召开高铁沿线环境
安全隐患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

会上传达了中央、省委对做好高铁沿线环境安全隐患
综合整治的部署要求，通报了我市辖区内高铁沿线存在的
环境安全隐患问题，对做好当前工作提出要求。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琰君强调，做好高铁沿线环
境安全隐患综合整治，是一项政治任务，要进一步提升站
位，紧盯问题，找准差距，及早行动，不折不扣整治到位。
提升高铁两侧环境安全，是提升洛阳形象的现实需要，要
紧盯上级交办整治任务，逐一研究对策，各辖区主要领导
亲自调度，确保拆除到位、封盖到位、绿化到位。要按照
10个红线内问题20日前整改到位、剩余问题今年年底前
全部销号的时间节点，统筹好整改施工、绿化提升、污染
防治，确保在高铁两侧形成良好绿带形象。要将整改区
域列入冬春绿化督察范围，对工作推进不力的从严追责
问责。

提升政治站位 逐一对账销号
确保高铁沿线环境安全隐患整治到位

走进中信重工厂区，冬日的暖阳透
过层层叠叠的梧桐树叶，在焦裕禄大道
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大道旁，焦裕禄半
身纪念铜像庄严肃穆。铜像背后，就是
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原一金工车间。如
今，这里静静坐落着焦裕禄事迹展览馆。

近日，洛报集团“探寻河洛红色印
迹”采访团（以下简称采访团）走进焦裕禄
事迹展览馆，寻访当年焦裕禄奋斗的足
迹，感受焦裕禄精神在今天的弘扬传承。

缅怀焦裕禄、学习焦裕禄
的“红色地标”

头发花白的徐魁礼老人，是焦裕禄
生前的工友。徐老告诉采访团记者，在
焦裕禄42年的光辉人生历程中，为党工
作了 18 年，其中 9 年（1953 年至 1962
年）是在中信重工的前身——洛阳矿山
机器厂（简称洛矿）度过的。

1953年，洛矿动工建设。焦裕禄受
党组织委派，来到洛阳参加工厂的筹建。

“当时的工地还是一片荒芜的涧河
滩，连搭建一个工棚的条件都没有。新
中国成立还不到五年，工程建设的设备
极为落后，但是大家对建设新中国、建
设民族工业都是豪情万丈。”徐老回忆
道，焦裕禄当时是工程基建科副科长，
他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靠着人拉肩
扛这种近乎原始的方式硬是建起了一
个国家级重点工矿企业项目，而且比预
定工期提前了一年零一个月。

1956 年，洛矿一期工程建成。60
多年过去了，一金工、二金工这些洛矿
一期工程老厂房仍在为中信重工的发
展默默发挥着作用。

中信重工人一直都在追寻着老主
任焦裕禄的脚步。公司党务工作部主
任任宏军说，2005年，中信重工党委在
焦裕禄工作过的一金工车间建起焦裕
禄事迹展览室，并竖立了焦裕禄铜像，
将中央大道命名为焦裕禄大道。

2009 年 3 月，习近平同志视察中
信重工。在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览室、
瞻仰了焦裕禄铜像、了解了焦裕禄在洛
矿的工作经历后，习近平同志指出：“焦
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
兰考。我们这代人都是在焦裕禄事迹
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2014年6月，中信重工焦裕禄事迹

展览馆在原焦裕禄事迹展览室的基础上
进行扩建并对外开放。开馆至今，已累
计接待社会各界近15万名干部群众参
观学习，成为洛阳市、河南省乃至全国学
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红色教育基地。

生动再现焦裕禄在洛矿
留下的奋斗足迹

目前，焦裕禄事迹展览馆的展示内
容主要包括“艰苦创业”“刻苦钻研”“迎
难而上”“无私奉献”“科学求实”“亲民
爱民”“精神传承”等七个方面，其中，首
次向社会公开了焦裕禄在洛矿期间的
照片、手稿等26件实物，以及历史档案
10余份。

大量的图片、文字和实物再现了焦
裕禄在洛矿留下的奋斗足迹，揭示了焦
裕禄精神孕育形成的历史过程，整个展
览洋溢着浓厚的历史氛围，具有强烈的
现场感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作为焦裕禄曾经的工友，看着一件
件熟悉的实物，徐魁礼老人心情格外激
动。他指着一张黑白老照片对采访团
记者说，1956年，焦裕禄结束在哈工大
的学习刚回到洛矿，便被厂党委委以重
任，担任率先投产的一金工车间主任、
党支部书记，“这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
焦裕禄主任和工人师傅们进行机床设

备安装检查的情景。”
展览馆内，有一处复原重建的焦裕

禄当年办公室的场景。这是2011年电
视剧《焦裕禄》剧组到中信重工拍摄时，公
司党委和剧组同志一道完成的“工程”。

徐老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器
产品图纸和俄文词典，都是当年焦裕禄
在这个车间工作时使用过的原始物件。

电视剧《焦裕禄》一共 28 集，当时
在这个车间里拍摄了5集。

徐老告诉我们，无私奉献精神在焦
裕禄身上，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是真
实的不是虚无的，突出表现在他带领职
工试制2.5米双筒卷扬机这件事上。

1958年1月，洛矿党委向焦裕禄所
在的一金工车间下达了试制2.5米双筒
卷扬机、向“五一”献礼的任务，当时车间
设备不足、人员不齐、毫无经验。在焦裕
禄带领下，车间干部职工发扬革命者要
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精神，以解剖麻雀
的方式，一千多道工序一道一道过。为
了完成任务，焦裕禄在车间里没白天没
黑夜地坚持工作，饿了就啃点儿干馍喝
点白开水，困了就裹着沾满油渍的大衣
躺在长条凳上歇一会儿，最终硬是用三
个多月时间提前完成了试制任务，填补
了我国矿山机械设备领域的一项空白。

“这台卷扬机苏联方面在设计的时

候，设定的标准使用年限是20年，但实
际上在义马观音堂煤矿，它连续使用了
49年。”徐老说。

传承焦裕禄精神，释放
“红色生产力”

作为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形成地，
60 多年来，焦裕禄精神已深深扎根于
中信重工这片沃土，融入了企业的血
脉，薪火不息，代代相传。

20世纪50年代末，在焦裕禄精神
激励下，21位女工结成的“刘玉华姑娘
组”与男同志比着干，用自己的勤劳和
智慧证明了“女同志同样可以干重工
业”，成为全国女工学习的榜样。

20 世纪 90 年代，铸铁厂曲绍惠、
周保真等几位女天车工，自发成立业余
捡钉子小组，坚持奉献12年，回收旧钉
子5.5万公斤，为企业节约资金30多万
元，成就了闻名全国的“万斤钉精神”。

2005 年，中信重工党委号召全体
职工深入学习焦裕禄的五种精神：事业
为重、以厂为家、忘我工作、顽强拼搏的
精神；率先垂范、清正廉洁、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的精神；深入基层、求真务实、
知难而进、实干兴业的精神；以人为本、
联系群众、同甘共苦、执政为民的精神；
勤奋学习、勇于开拓、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的精神。

2009 年 1 月，中信重工企业文化
手册首发。焦裕禄精神被正式明确为
企业精神，并凝练成三句话：诚信敬业，
拼搏奉献，开拓创新。

60多年来，一代代洛矿人、一代代
中信重工人始终以实际行动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其中
有“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杨奎烈，
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九大代表刘新安，

“金牌首席员工”大工匠杨金安……
红色基因在传承，红色精神在弘

扬，“红色生产力”得到有效释放。
在焦裕禄精神激励下，今天的中信

重工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业装备和
水泥装备制造商，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
造企业之一，国家级创新企业和高新技术
企业，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中国最大
的特种机器人研发和生产制造基地。

本报记者 赵志伟 通讯员 邓永
武 黄政伟 文/图

在位于中信重工厂区内的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参观者无不发自内心地说——

焦裕禄精神是永远的丰碑

探 寻 河 洛 红 色 印 迹

本报讯（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周亚伟）昨日，黄河小
浪底旅游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落实省委书记王国生关于积极
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实施黄河文化旅游精品工
程的指示精神，邀请上海长三角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及
投资商，与洛阳、济源、三门峡等黄河沿线城市有关负责人
等齐聚一堂，共谋黄河小浪底旅游区高质量发展之策。

会议指出，黄河故事多如繁星，极为丰富，要坚定文化
自信，加强对黄河文化的研究阐释，深度挖掘并提炼黄河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国际化、时尚化的表达手法讲好
黄河故事，让世界人民听得懂、喜欢听黄河故事。要跳出
旅游谋发展，积极开发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色旅游消费
度假区，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姜继鼎，副市长
魏险峰等参加相关活动。

黄河小浪底旅游区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梦龙 通讯员 陈振豪）昨日，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娄会峰到联系分包的洛宁县东宋镇祁家
沟村，为当地党员干部上党课，并看望慰问驻村干部。

娄会峰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扎实推进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社区），高质
量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付诸思想
和行动。

娄会峰强调，要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为深入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基垒台。要充分
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法宝作用，不断推进新时代基
层统战工作创新实践和凝聚力。要着眼于建立解决相对
贫困的长效机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提升脱贫
成效。要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切实提升
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认真开展好主题
教育，扎实开展“三大行动”，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全面完成县乡村综治中心建设，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
工作任务。

强化学习 扛牢责任
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上接01版）
要想管好一个大社区，只有党群协商议事会还不够。

“我们不仅要推选出热心人为社区服务，还要给他们
更加实在的肯定。”周山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马晓康说，今
年 6 月以来，街道党工委积极推行“涧贤银行”党建项目，
辖区居民只要成为社区“涧贤银行”的“爱心储户”，通过参
加志愿服务，就能换取爱心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在“涧贤银
行”换取等额的爱心商品或者保洁、洗车、日间照料等多种
服务。

为了激发群众的自治热情，街道党工委决定为各个议
事会的议事长、副议事长和议事员分别每月奖励40分、30
分和20分的爱心积分。“通过这种形式，动员群众用服务换
取服务，用真心赢得真心，进一步加强了群众自主管理、自
主服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马晓康说。

“太感谢了，这些积分换的商品都很实用。”近日，中弘
中央广场社区居民、议事会议事员刘向坤到社区“涧贤银
行”，用自己的45分爱心积分兑换了洗衣液等日用品。这
45分中，有20分属于议事员月度奖励积分。

“为社区做些好事，还能得到肯定和帮助，我自己也很
有成就感。”如今，在刘向坤的带动下，身边不少人成了“涧
贤银行”的“爱心储户”，社区志愿服务也越来越红火。

周山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成敏表示，下一步，该街道要
进一步规范和提升党群协商议事会和“涧贤银行”的软硬件
资源，推动社区党组织实现服务功能最大化，带动更多居民
参与基层自治，把为民服务的“蛋糕”越做越大。

本报记者 李梦龙 通讯员 魏小丽

建党群协商议事会
增基层自治活力

焦裕禄事迹展览馆

主办和参与办理案件4700 余起，
涉案人员近万名，无一差错。

这是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涧
西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杨丽霞
从检31年交出的答卷。这份优异答卷，
让每一起案件的当事人都切身感受到了
公平正义，更让法治精神得以彰显。

2014 年，杨丽霞在办理罗某抢劫
一案时，经过审查、退补侦查，无法找到
罗某作案时所用的凶器，最终以抢夺罪
对罗某进行起诉。

“经法院审理，罗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7个月。如果以抢劫罪起诉，量刑起
点为3年。”杨丽霞说，检察官所从事的
事业关乎着罪有应得之人能否得到公
正的制裁，也关乎着蒙冤受屈之人能否
沉冤得雪，在履行各项法律监督职责
时，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真正当好
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检察官作为法律实施的监督者，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
案件办理中容不得丝毫马虎。”杨丽霞
说，只有用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匠
精神”，才能更好守护公平正义。这需
要怀着一颗刻苦钻研之心，提升法律素
养、打磨业务技能、坚定法治信仰。

1988 年，学会计专业的杨丽霞走
出校园后，被分配至涧西区人民检察
院，办理经济案件。“虽然会计会查账，

但跟办案是两码事。”
参加工作后，杨丽霞一边工作，一

边用满腔的热情投入学习，努力补充法
律知识，吃透法律精神。

2012年，杨丽霞从职务犯罪预防局
调任公诉局局长。上任伊始，她便接手
了涧西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第一起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公安机关分6次
先后移送犯罪嫌疑人 36 名，被害人有

2000余名，涉案金额超过2.7亿元。
因此前没有一起此类案件，新型案

件如何把握，案件数量激增，办案人员
紧缺、压力大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了刚
上任的杨丽霞面前。

那段时间，杨丽霞的办公室堆满了
卷宗，她一直坚守在办案一线，和同事
们一起学习相关法律条文，研究把握案
件定性；一起走访群众收集线索证据、

安抚被害群众、提审犯罪嫌疑人。
最终，该案被告人分别以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虚假出资罪、
伪证罪，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正是靠着一颗公正之心和努力钻
研、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杨丽霞
在办案中能够敏锐地发现那些决定案
件走向、影响最终决定、关乎当事人权
益的关键细节，用责任和担当守护着公
平正义。

2015 年年底，杨丽霞在办理一起
扒窃案件时，嫌疑人面对提审，始终不
开口。看到嫌疑人衣着单薄，眼神飘
忽，心事重重，杨丽霞察觉到，他的背后
很可能有其他事。

随后几天，杨丽霞两次提审该嫌疑
人，给他带去保暖衣，讲解法律政策，进
行心理疏导，慢慢打开了嫌疑人心房。
在杨丽霞的不懈努力下，该嫌疑人不仅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还供出了一起
重大刑事案件线索，使得10多名犯罪
分子被绳之以法。

杨丽霞说，案件质量就是检察官必
须坚守的“生命线”，在审阅卷宗、核实
证据等案件办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
细致认真，甚至内容的每一个字、词、句
都要做到客观、严谨、准确，确保案件事
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

本报记者 申利超 文/图

——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涧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丽霞（上）

以“工匠精神”守护公平正义

身 边 的 初 心 使 命

工作中的杨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