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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 杰
通 讯 员 尤亚辉

2月1日，正月初五，雪后的源汇区
河上街古镇张灯结彩，沉浸在浓浓的年味
当中。正在拍摄雪后古镇的记者看到一位
身着“红马甲”的“党员者愿者”，站在

“正一轩”茶楼前向游人介绍店铺门前悬
挂的楹联：莲有廉心，激浊扬清，纤尘不
染从无垢；梅无媚骨，拒污防腐，寒雪难
欺自有香。这副楹联是源汇区财政局纪检
监察干部曲鹏远创作的。像这样的楹联，
在古镇还悬挂有40多副。

经记者询问，这位志愿者是源汇区开
源建管委干部罗淑红。与罗淑红同行的源
汇区纪委派驻开源建管委纪工委监察室主
任石艳红告诉记者，2017 年“双节”期
间，他们组织机关年轻的党员干部作为志

愿“倡廉”导游，走进国家 4A 级景区
——河上街古镇，义务向游人讲解景区内
的廉洁景观，倡导崇廉尚洁新风。同时，
为充分发挥优秀廉洁文化在反腐倡廉教育
中的作用，源汇区纪委监察局、开源建
管委、开源集团联合举办了“开源杯”
廉洁楹联征集活动，组织全区党员领导
干部将廉洁文化与河上街古镇 44 家店铺
的经营特色有机结合，创作楹联作品468
副。经过评选，40 多副廉洁楹联分获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作品奖，并被制
作成实木楹联，挂在河上街古镇对应店
铺大门两侧。

一位市民在听了讲解后对记者说：
“以中华传统楹联的形式宣传廉洁文化，
形式上别具匠心，内容上富有内涵，潜移
默化中就将清正廉洁、崇尚法纪、恪守诚
信、正直自律的种子深深植根在广大市民
的心田。”

“为什么以风景区为阵地开展廉洁

文化宣传？”记者手机连线了源汇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赵力伟。他说：“在人流聚
集的景区注入‘廉’元素，是源汇区全
力实现‘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廉政文化、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廉洁文化、有家庭的地
方就有家风文化’廉洁教育全覆盖的一个
部分，目的是在全社会培养廉洁理念，形
成尊廉守廉的社会环境。下一步，我们还
会加大廉洁文化建设力度，为‘不想腐’
营造更加浓厚的氛围。”

新 春 劲 吹 廉 洁 风

本报讯 （记者 梁晓峰）
日前，市政府发布通告，2017
年，在全市开展项目建设环境
整治年活动，严惩一批敲诈勒
索、阻工闹事、寻衅滋事等不
法行为，化解一批项目建设矛
盾纠纷，查处一批涉企腐败案
件，问责一批在项目建设中履
职履责不力的人员，全面综合
整治发展环境，努力营造项目
建设规范高效的服务环境、公
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开放宽松的投资
环境。

通告明确，要严厉查处和
打击聚众闹事，恶意阻碍施
工、生产的行为；严厉查处和
打击借项目建设之机漫天要
价、敲诈勒索，公职人员或乡
村干部非法参与项目建设、牟
取利益的行为；严厉查处和打
击幕后策划阻工，干扰破坏企
业生产、项目建设的行为；严
厉查处和打击拒不履行法定义
务，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
务的行为。

阻挠破坏项目建设要严
惩，服务支持不力一样要严
查。通告指出，要严厉查处在
服务项目建设中，不严格落实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属地管理责
任制和部门负责制，不依法履
行职责，不实干担当，懒政怠
政、为官不为的行为；严厉查
处精神不振、措施不实、干劲
不足，在土地、房屋征收以及
项目推进中工作滞后，未按要
求或承诺完成工作任务的行
为；严厉查处本位主义严重，
不配合支持项目建设，“吃拿卡
要”、效率低下、设置门槛，影
响项目如期开工建设或证照办
理的行为；严厉查处和打击其
他破坏项目建设环境的行为。

为确保整治活动取得实
效，通告还公布了举报电话：
市公安局：0395—2115658；市
监察局：0395—3198110；市项
目建设环境整治年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0395—3136117；邮
箱 ： lhsxmhjzzb@163.com。 欢
迎项目业主、投资者和广大群
众投诉举报。

我市开展项目建设
环境整治年活动

■本报记者 左素莉
1 月 28 日是大年初一，新

春的漯河处处喜庆祥和。当日
上午，“暖暖新年”漯河市第二
届读《论语》拜大年活动在市
区人民会堂广场举行。

十年来，我市在广大未成
年人中深入开展“读中华经
典、做有德少年”中华文化经
典诵读活动，对少年儿童良好
道德品行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
用。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一步激发全民读书
的热情，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教育局、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特在大年初一举办第
二届读《论语》拜大年活动。

全体人员面向东方，端身
正仪，肃整衣冠，怀着挚诚感
恩的心，向大圣先师孔子行鞠
躬礼。“拜圣”仪式结束后，全

体人员齐声诵读《论语·学而
第一》和《中庸》节选。中华
文化经典名篇佳句在人民会堂
广场上空回荡，洒落在这片美
丽的土地上，洒落在人们的心
里，并生根开花。

读 过 《论 语》、《中 庸》
后，参加此次活动的学生面向
父母肃立，端身正仪，拱手，
向父母行鞠躬礼，感谢父母的
生育、养育之恩，并一起大声
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参加活动的学生康曌琳
说：“《论语》给了我智慧，涵
养了我的品行。”

康曌琳的妈妈杜丽萍说：
“鼓励孩子参加中华文化经典诵
读活动，是为了让中华传统美
德浸润孩子的心灵，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武装孩子的头脑，
使孩子成为有德之人、有用之
人。”

经典诵读响新春
——“暖暖新年”漯河市第二届

读《论语》拜大年活动侧记

上图：1 月 29 日，大年初二，环卫工在雨中打扫卫
生。 见习记者 许璐瑶 摄

右图：1月31日，大年初四，交警正在雪中执勤。春
节期间，市交警支队组织干警在市区主要路段疏导车辆保
畅通。 本报记者 王晓东 摄

坚 守 岗 位

■本报记者 雷会玲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然而，有很

多人为了肩上的责任，为了心中的梦想，
依然在坚守、在打拼。

只为守护乡亲安康

1 月 31 日，正月初四，在郾城区龙
城镇十五里店村卫生所，两名患者正准
备输液。卫生所医生彭改玲、郑海宾一
个为病人配药，一个做着输液前的准备。

“春节期间，来卫生所看病的人不
多，每天有十多个。但不管有没有病人，
我们都要在这里值班。作为一名乡村医
生，守护乡亲们的安康是我们的职责。为
让他们能随时找到我们，我们把电话贴在
了村卫生所的门口。”卫生所负责人彭改
玲告诉记者。

郑海宾、彭改玲是夫妻，都是“70
后”，俩人都是学医的，从学校毕业后，
就在基层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彭改玲告诉记者，现在从上到下都非
常重视基层卫生事业。去年，村里提供场
地，卫生所按照六室分开的要求进行了装

修，设置了诊断室、观察室、药房、健康
教育室、治疗室、医生值班室。

“群众的就医环境改善了，我们工作
起来也特别舒心。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
加油干，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只有这样，
才能对得起上级对我们基层医务工作者的
关心，对得起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信
任。”彭改玲充满深情地说。

大棚里的新年憧憬

2月1日，正月初五，在舞阳县侯集
镇大张村张得红的蘑菇大棚里，只见一排
排的平菇长势喜人，张得红、雷春香夫妇
正忙着将一筐筐的平菇往外搬。

“我种植平菇 12 年了，现在有 5 座
大棚。前些年是边学习边摸索，也走了

许多弯路。最近几年，我终于掌握了平
菇种植技术，平菇的质量和产量都上去
了，每年的产量有二十多万斤。春节期
间，平菇供不应求，一天的收入将近万
元，大部分销往漯河的蔬菜批发市场
了。”张得红说。

谈起新年的打算，张得红告诉记者：
“我流转了10亩土地，建了5座大棚，还
有一半土地没建，等一开春就继续建大
棚。除了平菇，再尝试种植其他蘑菇品
种。争取两年一个新台阶，早点儿步入全
面小康！”

自主创业路越走越宽

1 月 31 日，正月初四，天下着雪。
在龙城镇何庄自然村路口，一家批发

部 门 前 ， 围 着 许 多 买 礼 品 的 人 。 张
恒、李凤霞夫妇正忙着帮顾客往车上
搬东西。

张恒、李凤霞夫妇都是“70 后”。
1994年，张恒从原郾城孟庙啤酒厂下岗，
李凤霞从原市棉纺厂下岗。下岗后，夫妻
二人开了家批发部，从事副食品批发，至
今有二十多年了。凭着灵活的头脑和诚信
经营，他们的生意一直很红火。

“逢年过节，正是我们最忙的时
候，我们薄利多销，童叟无欺。虽然每
天很累，但日子过得很充实。凭着自己
的双手，我们在城里买了新房，换了新
车，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其实，下岗
不可怕，只要肯干，无论干啥，都会闯
出一片新天地。”张恒说完，开心地大笑
起来。

别样的春节，他们携手走过

■李 荣
时下，不少人都在说，年

味淡了，过年不如以前热闹
了。于是，有人就说，要把年
味找回来。年味在哪里呢？新
春走基层听到最温暖也直钻人
心的一句话是：年味就是人情
味。只要人情味在，年味就在。

在一个工业区里，一些工
人赶工必须留守厂里，不能回
乡与家人团聚，工业区相关部
门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工
人将老家的人接到城里一起过
年，并且准备了年夜饭。也有
的乡村，在迎新帮困活动中，
不是简单地发放一点“油米
面”，而是不忘问一声“你们需
要什么？”无论是一顿年夜饭，
还是一句关怀的话语，都是人
情味的体现。

寻找年味，人情味是根
本。过年作为一种自古相传的
风俗，它的具体形式会随着社
会的发展而变化，但其实质却
不会变。比如，过去许多地方
过年都少不了放爆竹这一习

俗，近年来放爆竹的人少了，
但是网络上、微信上，人们在
用新的方式将祝福、友善、和
睦、亲情传送。

也有一些年味在一成不变
的行为中延续。有人翻山越
岭日夜兼程，只为赶回家跟父
母拉拉家常、抱抱年幼的孩
子、见见久未谋面的亲朋、吃
上一顿热腾腾的家乡饭。谁能
说春运的人流不流淌着浓浓的
人情味，谁能说一句“我在外
面挺好的”不洋溢着浓浓的亲
情？

古人对于过年还有一句
话，也道出了年味的关键，那
就是“素非识面也关情”。过去
不见面、不走动的，到了这时
也会拜个年、握个手，道一声
珍重，说几句温暖的话。甚至
是从不相识、素不谋面的人，
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也不分
彼此，视如一个“大家庭”。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有人情味，才是年味里不可或
缺的“真味”。

人情味在，年味就在

■焦万益 赵力文
2017年春节期间，漯河市城区和往年

不同，没有发生一起燃放烟花爆竹的现
象，市民们过年“静悄悄”。

2016年11月18日，漯河市委、市政府
召开了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动员大会，
市区及县城区从12月1日开始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上千年的传
统文化习俗，红白喜事、逢年过节人们都
喜欢燃放爆竹，能管得住吗？人们都在观
望。

老大难的事儿，“老大”
重视就不难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难度可想而知，也
是老大难的事儿，漯河市的禁燃禁放工作

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6 年 12 月 21 日，漯河市委常委会

上，市委书记马正跃强调了“禁炮”工
作，说漯河市建成区实施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政策 20 天了，禁放区内还有燃放行
为，还能够听见炮声。能不能管得住，考验
的是党委、政府的公信力。

烟花爆竹燃放能否禁得住，源头管控
是关键。为此，12月24日，漯河市委副书
记、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勇以曾经是烟花爆
竹爱好者的身份与全市27家烟花爆竹合法
销售点和5家“炮库”负责人进行推心置腹
的座谈，向他们讲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以及
对大气造成的污染，要求他们积极响应政府
的决策部署，把销售点搬迁出禁燃禁放区，
公司老总们纷纷表示坚决服从政府的决定，
立即启动搬迁工作。此后，王勇又多次与

烟花爆竹行业协会会长进行沟通交流，要
求他们积极配合，响应政府的号召。

随后，漯河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
议，研究和推进禁燃禁放工作。

2016年12月28日，漯河市委副书记、
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勇和副市长张锦印又召集
政府各局委、群团主要负责人召开专项会
议，要求结合各自职能特点加大宣传力度。

2017年1月13日，漯河市委召开书记
办公会专题听取全市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
作情况，市委书记马正跃，市委副书记、
市政府代理市长蒿慧杰分别对做好禁燃禁
放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2017年1月21日，漯河市政府召开政
府常务会议，市政府代理市长蒿慧杰亲自
听取和研究全市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

2017 年 1 月 24 日，漯河市委副书记、

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勇，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孔祥智，副市长张锦印第四次召开推
进会议，各县区和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参加，要求领导亲自带队深入辖区开展宣
传和督导检查，重点是“城中村”、有物业
管理和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

1月25日，漯河市委书记马正跃到社
区督察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

让人人皆知，赢得群众
理解支持

多少年来，春节期间虽然因燃放烟花
爆竹造成了空气污染和人员伤亡，但要移
风易俗，却仍不是易事，需要广大居民人
人皆知，积极响应。漯河市出台了《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工作方案》，（下转2版）

无 声 的无 声 的 答 卷答 卷
——漯河市禁燃禁放工作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