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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驾校是我市唯一具有
一级资质、 唯一获得省级文明单
位称号的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同时也是唯一具有三种定点培训
资质的驾校。

学校场地规范，设施齐全，师
资力量雄厚，车型齐备，车辆充足。

配有汽车模拟机、整车模型、汽车
原理电教板，为学员的理论、实践
提供可靠保障。

●

市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定
点培训

●

市交警支队指定的增驾
A1

、

A2

、

A3

、

B1

驾驶员定点培训
●

市扶贫办劳动力转移、驾
驶技能定点培训

地址：信阳市南京路金三角
（市运管局车辆检测中心院内，市
交警支队西

500

米）

报名电话：

6531177

学车哪里好？ 首选市驾校

信阳市驾校：驾驶员培训学习的摇篮

声 明

兹有信阳市平桥区长

台关乡中心小学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 （ 编号：

141150300220

），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杨存玉所有的房屋
坐落于河区民权路晨光花
园

6

号楼
1

单元
3

层
301

号，房
屋所有权证号为信房权证
字第

00010188

号（共有权证
号为信房权证共字第
00010189

号）， 为混合结构
1

幢，建筑面积
94.02

平方米，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杨存玉
2011

年
5

月
24

日

声 明

兹有潘秀义的房屋坐
落于光山县城关镇海营街
何油坊村民组， 其城镇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证号
（

NO

：

0012195

）， 面积
200

平方米，因不慎丢失，特声
明作废。

声 明

兹有信阳市平桥区幼

儿园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编号：

141150300579

），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屈龙兵所有的豫
S73073

号重型自卸货车，

车架号：

462001752

， 发动
机号：

69116579

，其车购税
完税证 （ 证号：

7410678870

）， 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徐明富所有的豫

S36568

号轿车， 车架号：

005927

， 发动机号：

701298451

，其车购税完税

证（证号：

7410120596

），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更 正

本报
2011

年
5

月
21

日
第
3

版刊发的《开展“三同”

活动建设魅力信阳》一文
中，小标题二应为“目标上
同心同向， 夯实力量之
基”，小标题三应为“行动
上同心同行， 务实活动之
效”，特此更正。

声 明

兹有朱积珍所有的土
地坐落于信阳市河区南
湾乡谭庙村十一组， 土地
面积为

157.03

平方米，其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证号：

010503042

）， 因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公 告

为解决外地患者候诊时间长的实际困难，更好地为他

们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医疗服务，我院自
2011

年
5

月
1

日

起，日常工作时间更改为：上午
8

时至
12

时；下午
1

时
20

分至

5

时。

特此公告。

信阳市中心医院

我国将逐步推广城市市容环卫标准化管理

新华社西安
5

月
24

日电（记者
沈忠浩）记者从

24

日召开的全国城市市
容环卫工作标准化管理现场会上获悉，

标准化管理作为推动市容环卫行业科学
发展的创新之举， 将在研究和试点后逐
步向全国推广， 以切实提升我国城市的
科学化管理水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陈淮表示， 市容环卫标准化管理是探
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模式的重要尝

试。加强市容环卫管理，是我国城市提高
国际竞争力， 提高公共及私人资产质量
的重要途径。

据悉，“十二五”期间，我国环卫行业
的总投资预计将达

2000

亿元， 较“十一
五”增加近

70％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
长徐文龙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市
市容环卫工作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包括生
活垃圾处理在内的环卫工作水平， 仍有

一定的提升空间。

目前， 住建部已将陕西省西安市莲
湖区市容环卫标准化管理列入研究课
题，并在当地建立科研基地，进行城市综
合管理相关研究和试点工作。 据了解，

2010

年
3

月， 西安市莲湖区率先出台了
《市容环卫工作量化管理标准》， 并逐步
建立了一套立体化、网格化、专业化、信
息化、精细化、制度化的市容环卫工作标
准化管理体系，收效明显。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网上系列谈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记者
华春雨）由中宣部宣教局主办，中国网
络电视台承办，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文
明网、光明网、中青网等百家网站参与
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网上系
列谈活动”

24

日在中国网络电视台启
动，并举办了第一场访谈。

首场访谈的主题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篇”， 主办方
邀请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司局的负责
同志， 与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并
回答了网友提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规划司副巡视
员周南在访谈中表示，

2006

年到
2010

年，我国成功地实施了“十一五”规划，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充
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 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为
“十二五” 时期实现更好的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在回答网友提出的有关保障性住
房的问题时，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汪义
达表示，“十一五”时期，通过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我国解决了

1500

万户城镇
低收入家庭和

360

万户中等偏下收入家
庭住房困难问题。今年，我国要开工建
设
1000

万套保障性住房，财政部门将积
极配合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 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在回答网友提出的有关房价调控
的问题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改革
与发展司司长兼研究室主任倪虹表示，

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加强房地产市场调
控的政策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成果
尚需巩固。 下一步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方
向与目标主要是供需保持基本平衡、结
构保持基本合理、价格保持基本稳定，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与住宅产业发展
相协调，严格控制投机投资性需求。要实
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从增加供给、加大保
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调节需求、完善差别
化税收信贷政策，加强监管、规范房地产
市场秩序等方面共同给力。

针对网友提出的我国农村近年来
存在劳动力大量外流现象，农民种粮积
极性不高的问题，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
巡视员、工程师张辉表示，我国农村劳
动力大量外流现象的确存在，“将来谁
来种田”问题确实越来越突出。但从当
前看，主要是务农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
降的问题。目前，我国至少还有

8000

万
农业富余劳动力，解决务农劳动力素质
结构性下降和“将来谁来种田”问题，关
键是在加强农业生产力建设的同时，开
发和利用好农村的人力资源，培养适应
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

访谈中，四位嘉宾还回答了网友提
出的关于推进节能减排、应对“老龄化
社会”、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保障粮食
安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中小企
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等问题。

6

月
2

日、

6

月
16

日、

6

月
23

日，该活动
还将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主题，邀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
举行“民主法治篇”、“文化篇”和“社会
篇”的访谈。

□

新华社记者

让青春在实践中闪耀

———胡锦涛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回信在全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雪域高原，在大漠深山，在革命老
区，

12

年来， 北京大学的一届届在读研究
生，展开了一次次支教扶贫接力，写下了
一首首动人的青春之歌。

2011

年
5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给北京大学
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回信。这封充
满深切关怀、带着殷切嘱托的回信全文如
下：

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的同学们：

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首先，我向
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北京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的全体同学，表示诚挚的问候！

从同学们的信中得知，你们志愿到西
部地区参加为期一年的支教扶贫工作，不
怕艰苦，竭诚奉献，为推动西部地区教育
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支教扶贫
实践，你们丰富了阅历、磨练了意志、增长
了才干。 我为你们的进步感到由衷的欣
慰。

这些年来，北京大学组织一批又一批
在读研究生深入西部地区基层一线开展
支教扶贫活动。这是促进青年学生向实践
学习、 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一个有效形式。

希望北京大学坚持把支教扶贫的接力棒
一届一届传下去，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实
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努力成长为堪当国家
建设重任的栋梁之材。

衷心祝愿同学们都拥有一个精彩的
人生！

胡锦涛总书记热情洋溢的回信，给北
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和全校广大师
生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在西部地区的各
个支教点，在充满生机的北大校园，总书
记的重要回信引起强烈反响，“向实践学
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正成为越来越多北
大学子的自觉行动……

“一定要以总书记回信为动力，用更
好的成绩、更大的进步向总书记汇报”

“真没有想到，总书记亲自给我们回
信了！”

5

月
13

日下午， 正在青海省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支教扶贫的张振东，收到了
胡锦涛总书记的回信。这位北京大学教育
学院研究生、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手捧来信，惊喜万分。

几乎同一时刻，分布在西藏、青海、云
南、 新疆支教点的其他

17

位支教团成员，

也收到了学校专程派人送来的总书记回
信。同学们聚集在一起，争相传阅、大声诵
读，仔细体会着回信中的每一句话、每一
个字……

集体给总书记写一封信，是北京大学
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共同心愿。

去年
8

月， 来自不同院系的
18

位研究生接
过学长传下的接力棒，志愿到西部地区开
展为期一年的支教扶贫。

8

个多月的艰苦
磨练，让同学们收获了许多刻骨铭心的感
受和体悟。当有人提议给总书记写信说说
心里话时， 立刻得到了全体成员的响应。

大家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反复沟通、三易
其稿后，将写得满满的

3

页纸装进信封，寄
往北京、寄往中南海……

收到同学们寄来的信件，胡锦涛总书
记十分高兴。 他仔细阅读这封特殊的来
信，为同学们朴实坦诚的话语、平凡感人
的事迹而感动，为大家在基层一线的拼搏
奉献、成长进步而欣慰。

5

月
10

日， 总书记在百忙之中提笔给
支教团的同学们回信，对他们支教扶贫的
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对青年学子的成长成
才提出殷切希望。

飞鸿传情意，千里心相通。总书记的
回信飞越千山万水，从北京传到了支教团
成员所在的各个支教点，给同学们送来了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深情鼓励。

在青海省大通县民族中学支教的张
振东和杨天虎一接到总书记的回信，就高
声念了三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
上午， 得到消息的青海分团其他

3

位同学
也赶了过来， 大家聚在一起传阅着来信，

反复体悟着信中的字字句句。

“总书记的回信虽然并不很长，却是沉
甸甸的。”张振东说，“总书记对我们的支教
扶贫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 让我们更看清
了自己行动的价值和意义； 总书记对我们
提出要求、寄予厚望，让我们更感到了肩上
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以总书记的回信为动
力，进一步做好支教扶贫工作，努力用更好
的成绩、更大的进步向总书记汇报。”

这是支教团的同学们终生难忘的时
刻。从世界屋脊到祁连山麓，从彩云之南
到天山脚下，总书记回信的喜讯，把各个
支教点上的同学召唤到了一起。大家一边
读信，一边你一言我一语畅谈着内心的感
受。

丰富阅历、磨练意志、增长才干———

总书记的这些话， 同学们体会格外深刻。

新疆支教分团的同学们曾利用课余时间，

到昌吉等周边地区体验民情，到中小学开
办励志讲座，到

SOS

儿童村进行志愿服务。

分团成员金晟同学说：“向实践学习、向人
民群众学习，总书记的回信说出了我们最
深的感受。今后，不管是在新疆继续支教，

还是回到北大学习以至走上工作岗位，我
都将自觉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
力在实践中磨砺成长。”

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努力成长为
堪当国家建设重任的栋梁之材———总书
记的这些话，同学们铭记在心。皑皑雪山
围绕的拉萨中学，与布达拉宫只有一街之
隔。 在这里支教的西藏分团团长刘笑吟
说：“近一年来我在实践中学到的知识是
课堂里永远无法获得的。 不久的将来，我
们都会成为建设国家的生力军，必须沉下
气，放下身段，在基层一线砥砺品质，在同
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锤炼作风，努力成
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

“北京大学组织开展支教扶贫，与其
说是给西部地区提供了帮助，不如说我们
的学生从当地收获了更多。” 北京大学校
长周其凤说，“总书记的回信对北大支教
扶贫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同学们在实践
中的收获作出高度概括，也为我们进一步
做好工作作出了指示。我们要认真贯彻回
信精神， 把支教扶贫这个活动组织得更
好。”

“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教导，更加自
觉地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

“总书记十分了解当代青年，他回信中
的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正在北京大学
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蒙晓燕， 这样表达
自己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回信后的感受。

1999

年
7

月， 作为北京大学第一届研
究生支教团的一员，

22

岁的蒙晓燕来到地
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河南新县支教扶贫。

回想起
12

年前的那段经历，她不由得感慨
万千：“那一年时光深深印刻在我的生命
中， 使我第一次对基层有了真切的认知，

对国情有了深入的思考。以社会实践为课
堂，以人民群众为导师，确实是我们年轻
人健康成长的最大力量源泉。”

从
1999

年派出第一届研究生支教团
起， 迄今北京大学共有

163

名学生参加了
为期一年的支教扶贫， 足迹遍布西藏、青
海、云南、新疆、宁夏、山西、河南等

7

个省
区，服务时间累计超过

35

万小时。

这是青年学子倾心奉献的一年，更是
他们在基层一线经受心灵洗礼的一
年———

拉萨中学的学生们忘不了，为了让
45

分钟的地理课上得更生动，支教老师多次
不顾高原反应， 骑自行车到野外采集素
材、丰富教案。拉萨中学校长唐泽辉由衷
地赞叹，经过一年支教，这些北大学生最
大的变化，“首先是更成熟了，其次就是对
民族地区的理解和感情更深了。”

云南大理贫困山区的百姓们忘不了，

从北京来的支教老师为了家访奔波几十
公里、上百公里，还帮着给孩子们申请助
学金。支教团成员袁琼深有体会地说：“你
在书本上读到‘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
苦’，和你亲身去走一遍山路，看到农民在
烈日下劳作，确实是很不一样的。”

曾在宁夏西海固支教的张海涛忘不
了：“罗山中学只有几排简陋的平房，平房
后面的操场上有一个篮球场，是以前的支
教老师争取一笔资助款修建的，但学校没
有钱买篮球，孩子们只能在那里玩滚铁环
游戏……”

曾在青海大通县支教的王飞忘不了：

“开家长会是在一个下雪的下午， 看着这
些冒雪走几十里路赶来的家长，面对着讲
台下他们真诚的目光， 我真的有些惭愧。

如果教不好他们的孩子，我对不起这些信
任我的家长……”

“那种荡涤灵魂的升华，是支教工作
带给我的宝贵财富，令我终生受益。”曾在
山西灵丘支教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团总
支书记徐未欣动情地说。

从精心备课授课，到组织讲座、演讲、

艺术节等校园文化活动；从关心、帮助家
庭困难学生，到通过各种方式资助当地发
展，争取来

30

多万元资金、

8000

多册图书、

6000

多件衣服……

12

年来，一届届北大研
究生支教团成员薪火相传，用爱心和热忱
为贫困地区送去了知识和温暖，也在向实
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了
青春的自我超越。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马煜是研究生
支教团中的“特例”———

2009

年
8

月，未满
20

岁的他本科二年级课程刚结束，毅然向
学校提出休学一年、 赴藏支教的申请，最
终破格成为第十一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
员。

“一年的支教经历让我懂得了责任、

付出和宽容。” 马煜说，“离开支教的学校
时，每位学生都给我写了一封信，回忆我
们共同的经历，祝愿我扎西德勒。每当我
回想起与这些学生相处的日日夜夜，想到
他们每个人给我写的祝愿，我感到的只有
快乐、幸福和满足。”

“把支教扶贫的接力棒一届一届传下
去，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提高”———在总书记的号召下， 更多的北
大学子们正在行动起来。北京大学第十三
届研究生支教团已经组成，

17

位成员两个
多月后就要启程，他们中三分之二是共产
党员。

赵瑞就是新一届支教团的一名成
员———两年前，还在读本科三年级的他志
愿赴甘肃天水一所乡村小学支教一年；今
年下半年，“始终忘不了孩子们那几十双
眼睛”的他将再赴西部地区支教。

“在我们即将奔赴西部的时候，收到
了总书记给支教团的回信，这让我十分激
动。” 赵瑞对记者说，“我一定要牢记总书
记的教导，更加自觉地向实践学习、向人
民群众学习。我相信，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我一定能在新的支教工作中学到更多、做
得更好！”

“一定要按照总书记回信指明的方
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书写精彩人生”

5

月
13

日下午， 北京大学办公楼一间
会议室里，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回信精神座
谈会正在进行。来自不同院系、不同专业

的师生代表齐聚一堂，踊跃发言。会议气
氛十分热烈，持续了

5

个多小时……

连日来，总书记的回信在北京大学师
生中广为传诵。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师生
们谈感受、话体会、说打算，纷纷表示一定
要按照总书记回信指明的方向，高扬向实
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大旗，在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书写精彩
人生。

学习总书记的回信，青年学生决心坚
定、豪情万丈———

刚刚入学不到一年的信息科学技术
学院学生黄译表示，将以总书记所说的
“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作为今后
人生的航向标。“因为只有向实践学习，才
能深切体会普通百姓的酸甜苦辣，才能深
刻认识基本国情； 只有向人民群众学习，

才能将自身成长与人民幸福、社会发展联
系在一起，赢得真正精彩的人生。”

曾在
2008

年
5

月北大师生座谈会上聆
听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哲学系博士
生李婷婷表示，总书记的回信对青年学生
成长成才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我
们要以学习回信精神为新的起点，以更坚
定的理想指引人生，以更严格的要求加强
学习，以更深入的实践锻炼成长，以更扎
实的态度面向未来，努力在各个方面创新
争先。”

学习总书记的回信，广大教师深受教
育、激情满怀———

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的中文系教授王
岳川表示，总书记的回信给当代青年学生
成长成才指明了正确方向。“一批批北大
学生主动到西部地区参加志愿服务、经受
锻炼，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学生
的成长进步，看到了青年学生在出国留学
热之后回归大地、回归基层的新选择。”

正带领学生进行智能机器人项目攻
关的青年教师王启宁，

2008

年
5

月曾参加
胡锦涛总书记与北大师生的座谈，总书记
鼓励青年人在提高实践本领上狠下功夫
的谆谆教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总书记
这次给北大支教团回信，再次强调青年学
生要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作为
北大教师， 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去做，引
导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对
3

年前胡锦涛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考
察工作的那一幕幕，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
至今记忆犹新。读着总书记的回信，闵维
方感动地说：“

3

年前， 总书记来到北大师
生中间， 勉励同学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向人民群众学习，磨练意志，增长才干；

3

年后， 总书记又给北大支教团的学生回
信，希望青年学生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
众学习，努力成长为堪当国家建设重任的
栋梁之材，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北大将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回信精神，

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为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成长成才创造
更好的条件。”

“衷心祝愿同学们都拥有一个精彩的
人生！”———总书记回信中的这句话，让多
少北大学子热血沸腾！

“总书记的回信进一步坚定了我投身
西部、投身基层的决心和信心。”曾在西藏
志愿服务一年的中文系硕士生陈蒙，今年
毕业后将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工作。谈
起自己的未来，小伙子坚定地说：“中国的
发展不能没有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不能没
有农村的发展。 通过自己点点滴滴的努
力， 为中国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做一些
事，踏踏实实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做一
些贡献，这样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

（执笔记者：李斌、吴晶。参与记者：李
江涛、尕玛多吉、马勇、潘莹、关桂峰）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