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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县：乡村绽放文明花

本报讯（蔡丽）今年以来，为了更好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 潢川县紧紧围绕美丽乡
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要求， 积极开展
“四进农家”活动，着力培养新型农民，积极
树立新风尚，扎实营造新环境，大力建设新
文化，让美丽乡村绽放文明之花。

文明礼仪进农家。 该县编印《文明礼仪
知识手册》，组织开展文明礼仪知识教育和

培训， 在各乡镇中心小学开展文明礼仪进
家庭答题活动， 教育广大农民克服生活陋
习，告别不文明行为；利用农村宣传栏、文
化长廊、墙体标语等载体，将乡规民约、公
益广告做到群众身边。

传统美德进农家。 该县组织“道德模范
进基层”巡讲活动，仁和镇刘华彬、谈店乡李
杨等身边先进典型纷纷走进各乡镇进行宣
讲活动，传播正能量；在全县各乡镇推广十

星级文明户、好公婆、好媳妇、好邻居、好妯娌
等评选活动，一大批身边的典型脱颖而出。

文化活动进农家。 该县全面启动文化
惠民工程，组织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舞
台艺术送农民、文艺轻骑兵等活动；着力培
养农民文化志愿者。 县文广新局选派专业
老师，定期去各乡镇开展舞蹈、音乐、书法
等培训活动，进行专业指导，培养了大批农
村文艺骨干，将文化火种传播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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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旗马晓宇）

远远望向天目山的山脊，

24

个白色“巨人”矗立其间，这
些“巨人”正是平桥区天目山
风电场的风力发电机。 自
2009

年该风电场开工建设
以来，经多方努力，克服种种
困难， 如今所有发电基座已
调试完毕，即将并网发电。

据悉， 天目山风力发电
项目是国家发改委中长期发
展规划项目，是省“十一五”

电力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也是平桥区的首个利用风能
的项目。 该项目位于平桥区
邢集镇天目山和南阳市桐柏
县高乐山， 由桐柏歪头山经
天目山主石岭、 老儿棚至脑
袋沟一线的山脊上， 海拔
570

米至
820

米， 风电场区
域总面积约

8

平方公里，安
装

24

台单机， 建设规模
20.4MW

， 总投资
22633

万
元。

该项目于
2007

年
10

月
取得省发改委批复，市委、市
政府高度关注，平桥区委、区
政府全力配合。经勘察选址、

架塔测风等前期工作， 项目
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开工，

政府部门召开项目工作协调
促进会，协调征地赔偿工作，开展说服教育群众
工作，保证项目顺利进行。

2014

年
11

月，该项
目竣工并完成调试。

该项目从设计到施工严格按照“能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型”的要求，做到工程
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践行
“建设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

的为民理念。

如今， 巍然的白色风机已成了天目山山脊
上的一道别样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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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为民众办事终生

陈潭秋，名澄，

字云先， 号潭秋，

1896

年
1

月
4

日出
生， 湖北省黄冈县
陈策楼人。 中国共
产主义运动先驱，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
人之一。

陈策楼
,

原叫陈
宅楼， 是陈氏家族
的宗祠， 矗立在村
子中央， 为一幢土

木结构的
3

层楼房。村庄以此楼得名。陈策楼
是当年陈潭秋与当地革命志士经常聚会活动
的地方。

一天， 陈潭秋和五哥陈树三站在陈策楼
上观景， 五哥脱口而出：“陈策楼前谁陈策？”

陈潭秋遥望陈策楼对面的独尊山应声答道：

“独尊山上我独尊。”

陈潭秋的五哥陈树三，是同盟会员，参加
过辛亥革命， 曾在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陆军
部任职，后不幸去世。陈树三常给潭秋讲些革
命故事， 讲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和革命志士的
斗争生涯， 使陈潭秋从小就受到民族民主革
命思想的薰陶。 他还对弟弟说：“你的名字叫
陈澄， 就是要澄清浑浊世界的意思， 你长大
后， 要努力去澄清这个世道。” 陈潭秋表示：

“我定要正直为人，为民众办事终生！”

1916

年， 陈潭秋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
校（今武汉大学）英语部学习。陈潭秋、林育南

等人致力于新文化工作， 在武汉读书的黄冈
青年中组织读书会，传阅《新青年》、《新潮》等
进步刊物。

1919

年夏天，陈潭秋与同乡林育南、肖人
鹄等人带着传单和演出道具， 回到家乡进行
宣传、演出。五四爱国运动的星火，播撒到黄
冈陈宅楼、八斗湾、杨鹰岭一带的广大农村。

整整一个月， 陈潭秋和同伴们夜以继日地奔
波在巴水河畔， 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
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20

年
3

月，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创
办了一所新型的私立学校武汉中学，它吸引
了全省各地的学生，其中接纳了大批黄冈的
学生就学。 陈潭秋担任英语教员兼乙班老
师。他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谆谆教导，循循

善诱，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陈潭秋经常对
进步学生说：“如果我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
懂十月革命，就等于瞎子、聋子，找不到出
路

!

”

1920

年春，陈潭秋、陈荫林兄弟将黄冈家
乡的聚星学堂改为一所新型学校， 招收学生
100

人，聘请进步知识分子肖人鹄、陈防武等
为教员。学校成为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
阵地，一批学生在这里接受新思想教育，锻炼
成长， 后来成为大别山黄冈地区革命的中坚
力量。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召开， 陈潭秋和董必武作为武汉
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会议。（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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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瑞民在市委中心组（扩大）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时强调

切实提升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精神实质

持续开展学习宣传 联系实际贯彻落实

本报讯（记者胡瑜珊）

11

月
17

日上午，

市委中心组（扩大）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进行专题学习。中央党校法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卓泽渊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
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法理解
读》为题，为与会人员作了一场精彩而生动的
专题辅导讲座。

郭瑞民、乔新江、张春香、王道云、高俊
峰、刘国栋、冯鸣、方波、李湘豫、焦豫汝、杨慧
中、王乐新、李水等在家的副市级以上领导干
部参加学习。

在
3

个小时的讲座中， 卓泽渊教授以翔
实的资料、真实的感受、生动的事例，对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构想、工作部署、重要保
障三大篇章、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讲解。报
告主题鲜明、思想深刻，视野开阔、内容丰富，

对与会人员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起
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市委书记郭瑞民主持学习活动， 并就进

一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出
要求。

一要切实提升思想认识。 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重
大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为主题，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形
势的清醒判断、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历
史使命的勇于担当， 深刻表明了我们党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
态度， 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 全会通过的《决定》既阐明了我国法治
建设的道路、方向、目标和原则要求，又明确
了主要任务和重点举措； 既有完备的顶层设
计，又有具体实在的工作安排；既有实践经验
和总结深化，又有改革创新的深入探索，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 当
前，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面对
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依法治国在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作用
更加重大。 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
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
的引领作用。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刻认识全
会的重大意义，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自觉行
动，积极作为，坚定不移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强烈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 认真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各项任务。

二要准确把握精神实质。 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举
措、新要求，其主要精神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决定》中，必须全面把握，深刻领
会。 要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
想， 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
有高度的清醒和自觉。 要准确把握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丰富内涵， 以总目标引领
前进方向、凝聚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准确把

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确保法治工作沿
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 要准确把握对法治工
作的全面部署，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着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要准确把握加强
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领导的新要
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
建设， 不断提高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工
作的能力， 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坚
强政治保障。

三要持续开展学习宣传。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抓好组织引导，不断把学
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 党委（党组）中心组要
把全会精神列入专题学习内容。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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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 息县义
工在该县杨店乡敬老院给
老人们做饺子吃。 天气转
冷后， 息县义工活跃在全
县各个敬老院和一些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中间， 帮助
他们打理日常生活杂务，

为他们送去爱心和体贴。

马童尹东摄

大别山革命风范

大别山干部学院
信阳日报社联办

连日来，我市天气晴朗，气温适宜，土壤墒情较好，

平桥区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大力开展秋冬播生产。截
至目前， 该区已累计播种小麦

55

万亩、 油菜
16.2

万
亩。 图为

11

月
17

日平桥区甘岸办事处二郎村凡高优
质粮基地的村民正在播种小麦。

本报记者马保群摄

新县确保第一书记———

下得去 蹲得住 干得好

本报讯（欧阳于翔）

新县紧紧围绕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新的要求， 切实采取有效举
措， 助推选派村级党组织第一
书记扎实开展工作， 确保选派
工作不虚不空、取得实效。

真督实导， 确保“下得
去”。 新县县委组织部成立三
个工作组，经常性深入选派村
实地查看，掌握了解第一书记
工作开展情况。 主要掌握

4

个
方面内容：是否按照县委的要
求，吃住在村，全身心投入驻
村工作；是否开展调查摸底全
面掌握村级班子、 党员队伍、

村情民意、支柱产业等基本情
况；是否制定了“软弱涣散”村
整顿工作计划以及三年发展
规划；群众对第一书记的工作
是否满意。

从严管理，确保“蹲得住”。

新县制定出台了《新县第一书
记考勤管理办法》，建立请销假
和日常坐班制度， 将考勤情况
纳入第一书记年度考核内容，

作为组织考察、 评先评优的重
要依据。 按照《新县科级干部
和村（社区）干部“走读”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
求， 组织第一书记签订杜绝
“走读”行为承诺书，让群众能
够“记住人”、随时“找到人”。

对驻村工作期间无故脱岗、离
岗的， 由乡镇党委提出意见，

县委组织部视情节给予批评教
育、 向派出单位通报或对第一
书记人选重新调整。

灵活举措， 确保“干得
好”。 该县建立《第一书记工作
实绩台账》，分班子建设、工作
业绩、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民
生服务

5

大类
21

小项，细化目
标，定期督查。安排第一书记列
席所在乡镇党政班子会， 做到
知上情、明重点、有的放矢。 组
织乡镇班子成员与第一书记结
对子，发挥“传帮带”作用。要求
第一书记记好“民情日记”，每
周不少于

1

篇， 重要事项随时
记录。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倡
树
文
明
新
风

商

城

县

鼎

力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本报讯（杨锡冰）近年来，商城县
率先在全省全面开展了以“经济发展、

环境优美、生活低碳、乡风文明、管理
民主、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坚持改善人居环境、倡树文明
新风“双箭齐发”，大力实施环境综合
整治和民风建设“双轮驱动”，确保美
丽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改善人居环境。 该县按照改善人
居环境“两保三化”（保住房安全、保饮
水安全；净化环境、硬化道路、美化村
庄）和“三无一规范一干净”（村内周边
无垃圾堆放、 无污水横流、 无杂物挡
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有序，

主次干道两侧环境干净）的要求，以县
城、乡镇驻地、旅游景区为“点”，以省
道、旅游道路及大小河流为“线”，规划
100

个村纳入县级考评； 以全县
370

个村（居）为“面”，分期分批打造
22

个
示范村，努力率先建成“两点五线”美
丽乡村示范区，着力达到美化、绿化、

硬化、净化、亮化。

倡树文明新风。 该县为了实现乡
村“环境美、风尚美、人文美、秩序美、

创业美”的和谐统一，在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的同时，及时启动了以“十个一”

文明创建和“双争一评”（争创星级文
明家庭、争当星级文明公民、评选星级
美德少年）为主要内容的“四进农家”

活动。 每年在全县范围内评选县级星
级文明家庭

100

个、文明公民
100

名、

美德少年
100

名， 重点选树了一批思
想进步、崇尚道德、热爱家乡、行为文
明的先进典型， 为美丽乡村建设集聚
了强大的正能量， 让美丽乡村劲吹文
明新风。

截至目前， 该县共投入资金
2.386

亿元，建垃圾池
4659

个、垃圾
屋

728

个，设垃圾桶
9600

个，立面刷
白

780

万平方米，拆除有碍观瞻的破
旧圈舍、残垣断壁等

26000

多处，硬化道路
480

公里，清淤沟渠
700

公里，疏浚县乡河道
636

公里，栽植景观树
11

万株。 先后
获得国家级生态示范县、 低碳国土实验区、“美丽中国·全国创
新示范县”、河南省文明县城、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县、中
国深呼吸小城

100

佳、中国最美丽县、中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
市等多项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