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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要义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
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
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
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
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
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
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
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
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
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进入朝鲜前线，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
的序幕。

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和军队
一道，历经2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
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偃师区顾县镇的白云广场上，伫
立着一尊志愿军烈士雕像。人们来到
这里，总会抬头瞻仰，心中默默念着一
个名字——任西和。

任西和是顾县镇人。1951 年 5 月
的一天，他作出人生中最郑重的决定：
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伍那天，
他立下誓言：不立战功不回乡。

1951年9月，任西和所在的部队入

朝作战。同年11月，他被分配到志愿军
67军200师600团3营机炮连1排2班。

1953 年 6 月 12 日，任西和所在部
队受命夺取十字架山。当晚，一挺重
机枪枪架被敌炮炸坏，任西和用肩膀
代替枪架，继续战斗，多处受伤，英勇
牺牲。

任西和，这位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
牲的志愿军战士，是我市众多志愿军战
士的代表。他奋不顾身、英勇顽强、舍
生忘死的精神，是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

最好诠释。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

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

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时代楷模”陈
俊武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曾经，西方国家通过一种叫流化催
化裂化的炼油技术，将汽柴油产出率提
高 2 倍到 3 倍，但技术被严密封锁。
1961 年，34 岁的陈俊武成为我国第一
套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当

时，我国正处在困难时期，陈俊武和他
的团队要加班加点进行研究，还要经常
忍受食不果腹的煎熬，陈俊武时常笑着
说：“大家要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咬
咬牙，就过去了。”1965年5月，完全由
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套流化催化
裂化装置投料试车成功，打破了西方国
家对炼油深加工技术的垄断，被誉为新
中国炼油工业的第一朵“金花”。

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
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传承，生生不息。在
洛阳，援赞医疗队的故事成为这一精神
传承的典型。

2018 年 5 月 28 日，中国援赞比亚
第20批医疗队启程，在全部28名队员
中，有洛阳选派的 22 人。在之后的一
年时间里，他们在赞比亚克服多种困
难，时刻牢记祖国人民的重托，在万里
之外的非洲大地履行神圣职责，充分发
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传播医者无私大
爱。其间，医疗队共诊治患者 4 万多
名，完成手术1500多台，开展各项医疗
技术创新20多项。医疗队还为当地社
区和企业举行义诊、巡诊20余场，受到
了赞比亚政府、中国驻赞使馆和当地华
人华侨的高度评价和赞誉，并获赞比亚
卫生部授勋。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我们要
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
胜利，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业绩。

本报记者 李三旺

世代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近日，在宜阳县柳泉镇花庄村，宛
若一幅“村在林中、房在绿中、人在画
中”的美丽乡村秋景图。

该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聚
焦墙体美化、村庄绿化、街巷亮化、道
路硬化，积极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打造
集“党建+文化+民俗+生态”于一体的
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周伟星 李永刚 摄

绿化美化家园
打造美丽乡村

“没想到几天前我反映的路灯不亮问题，这么快就解
决了。”涧西区长春路38街坊居民张大爷一脸笑容。

近日，长春路街道纪工委干部在长春社区督查时，张
大爷反映了路灯不亮、居民“摸黑”出行的困扰。得知情
况后，长春路街道纪工委干部第一时间到长春社区进行
了解核实。原来，路灯不亮是由于新老物业在交接过程
中遇到电路移交问题，两家物业相互推脱，造成电路不
通，路灯不亮。

经过实地走访了解，9月17日下午，该街道纪工委协
调电力部门、新老物业公司、社区居民代表召开碰头会，
现场解决加装电表、过户过程中资料不齐全等问题。问
题得到圆满解决，群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群众身边无小事，要时刻聚焦群众身边的小事、烦
心事，静下心、扑下身，本着肯担当负责的态度，当好群众
的贴心人，才能让执政为民、执纪为民的明灯亮起来。”该
街道纪工委负责人说。 （金晓锋）

解决身边烦心事
当好群众贴心人

本报讯（记者 贾臻 通讯员 陈志强）昨日，记者从
市创建办获悉，河南省第九届优秀退役军人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举行，洛阳市老干部城市管理督导团获年度人物
特别奖，洛阳古城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新乐获评年度
人物。

洛阳市老干部城市管理督导团有83名成员，协助督
查城市建设、管理及文明城市创建出现的重点、难点问
题。不仅如此，督导团中的31名同志还组成了爱国主义
教育团，走进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今年上半年，该团进行主题报告158场次，受教育者
10万余人次。

王新乐，1989年参军，1992年退役后任洛阳古城机
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大胆革新、深化管理，不断加大
企业的科技投入力度，公司成长为集铸造、机械加工和
非标设备制造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

河南省第九届优秀退役军人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旨
在表彰在本职岗位上有突出业绩或在其他方面有重大
贡献的退役军人，使“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成
为共识、落到实处。

河南省第九届优秀退役军人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举行

我市一个集体、
一名个人入选

本报讯（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蒋梦蝶）日前，全国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名单公布，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科长杨志
强入选。

近年来，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聚焦孤残儿童、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的兜底保障和关爱服务，全面落
实各项儿童福利工作政策，推动儿童分类精准兜底保
障，将全市 1379 名困境儿童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
障，认定率在全省最高；及时足额保障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推动助学工程、“明天计划”实
施，惠及儿童 2000 余人次，实现“应保尽保、应助尽
助”，杨志强也被群众称为“帮贫扶困办实事 心系孤儿
暖民心”的好干部。

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还率先在全省推动建立了“洛
阳市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协调小
组”“洛阳市人民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积极
推动洛阳市儿童福利院扩展集养治教康、社会工作于一
体的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初见成效，推进城乡社区儿童
之家建设，目前已累计达到247个。

2020年8月，洛阳市被列入14个全国统一的儿童救
助保护热线试点城市，打造系统功能智能化的“一站式”
儿童救助保护热线服务综合平台，受到民政部和省民政
厅表扬。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先进名单公布

洛阳一人榜上有名

抗美援朝老兵闫天保讲述他和战友任西和的故事 记者 孙自豪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张志浩 常晓辉）记者
昨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我市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办
理实现“三证联办”。今后，药品连锁企业申请在同一
经营场所经营药品和医疗器械，只需提供一套材料、进
行一次申报，审批通过后即可同时领取药品经营许可
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和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

此前，药品连锁企业申请办理市场监管领域的药品
和医疗器械事项，需要按照所涉及的内容提供相应的材
料，市场监管部门分别审批、核查、办理和发证。实行“三
证联办”后，如果企业申请办理的事项是同一经营场所，
那么只需提供一套材料、进行一次申报，市场监管部门通
过申报材料内部流转的方式进行合并审批，按要求通知
辖区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现场核查，全部审批完成后集中
发证，实现了对经营场所使用权（所有权）的一次审核、信
息共享。

推行“三证联办”举措，简化药品、医疗器械连锁门店
申报事项流程，是“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市市场监
管局立足职能定位，围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探索经营许
可事项行政审批改革的一项内容，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间、
简化审批流程，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我市药品、医疗器械
审批办理实现“三证联办”

细雨绵绵，秋风微凉。26日上午，
伊川县江左镇建业绿色基地里熙熙攘
攘。杜海霞、乔任利妯娌俩收拾着煎饼
锅、面粉袋，交谈甚欢：“我就说咱这千
层饼绝对受欢迎。”

53 岁的杜海霞是江左镇王庄村
人。9月初，得知镇上要举办建业绿色
基地·东坡伊人谷第二届“乡村巧厨”美
食嘉年华，村里人见了杜海霞，都要催
一句：“你可得去参赛。”杜海霞和妯娌
乔任利商量后一拍即合：“咱就做大家
都爱吃的千层饼！”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富民。今年以

来，伊川县聚焦乡村振兴，围绕示范村
创建谋划实施建业绿色基地等项目，着
力推进特色产业建设、人居环境提升。
举办“乡村巧厨”美食嘉年华，就是要发
掘、保护优质乡土特色美食，鼓励扶持
附近村民创业致富。

经过海选和晋级赛，杜海霞和乔任
利做的千层饼顺利进入决赛。26日决
赛当天，杜海霞和面、擀面，乔任利抹
油、煎饼，只见煎饼锅中的面饼由白色
变成金黄色，四溢的香气吸引众人前来
围观。

品尝过千层饼的群众都忍不住竖

起大拇指。杜海霞和乔任利这才打开
话匣子。此前，杜海霞一直在县里的一
个饭店做面点，一周才能回家一次。乔
任利则在家里做点缝纫活贴补家用。
如今，村子环境变好了，家门口多了不
少新产业，年轻人愿意返乡就业，杜海
霞和乔任利也想在家门口找份工作。
得知此次大赛能为获奖者提供一个免

租金的档口做餐饮，她俩动心了：“能在
家门口当老板，美着哩。”

比赛结束，杜海霞和乔任利的千层
饼获得最佳人气奖，俩人获得建业绿色
基地档口的使用权。“接下来，可有的忙
活了。”杜海霞笑着说。

本报记者 王雨 尹红磊 通讯员
刘慧超

“乡村巧厨”美食嘉年华上，伊川江左妯娌俩获得最佳人气奖——

“能在家门口当老板，美着哩”

每年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简
称小浪底工程）调水调沙时总会吸引大
批游客，“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丽景观
令人震撼。该工程不仅具有减淤、防
洪、供水灌溉等功能，同时也是爱国主
义精神的一面旗帜。

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批准小浪底工程在“八五”期间动工
兴建，同年9月，前期工程开始建设。

小浪底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近

1 亿立方米，被誉为当代的“愚公移
山”。同时，小浪底工程地质条件复
杂、水沙条件特殊，且运行要求严格、
工程布置独特、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
高，是国内外专家公认的极具挑战性
的工程。

1994年9月，小浪底工程主体工程
开工，5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建设者
云集小浪底。1995年4月，因导流洞塌
方，施工遇到困难，外商要求全面停工，

并提出推迟一年截流等要求。
“外国人干不了的事情，我们中国

人能干成！”紧急关头，中国水电施工队
伍接过了导流洞施工任务。当时，小浪
底建设局党委在全工区召开保截流动
员会，数万名中国水利建设者采取新的
施工方法，硬是成功
开 挖 了 导 流 洞 。
1997年10月28日，
工程如期截流。

2001 年年底，小浪底主体工程全
面完工。2009年4月7日，小浪底工程
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黄河宁，天下平。万千英雄豪杰的
壮举筑成世纪丰碑，根治黄河水害的梦
想一步步变成现实。宏伟壮丽的小浪
底工程，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相互交融的光辉结晶。

本报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贾巍丽

五星红旗飘扬小浪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