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桥区：道德楷模引领社会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刘国启
通讯员郑旗） “我叫肖万
春，今年

12

岁，自小父亲失踪，

母亲离家出走，我跟着年迈的
爷爷奶奶长大，为了减轻他们
的负担，六七岁时我就帮奶奶
除田地里的杂草、放牛、做饭、

洗衣，冬天帮奶奶暖腿，夏天
捉泥鳅卖补贴家用……”真是
苦难的孩子早当家。 日前，在
该区三级干部大会上，

12

岁的
明港镇新集小学五年级学生
肖万春，代表平桥区第十一届
“十佳道德楷模”，用朴实无华
的语言向社会传达了乐观向
上的生活态度和执著坚忍的
担当精神。

据悉，自
2004

年以来，平桥
区坚持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指导， 先后

11

次举
办评选“十佳道德楷模”活动，

以此弘扬传统美德， 在该区引
领社会新风尚。加强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建设， 成为该区着力进行社会
建设的成果之一。

该区文明办负责人介绍，

此次评选活动历时
1

年，经全社
会发动、群众投票、实地评审、

逐级推荐、组织筛选、媒体公示
等环节， 在普通群众中层层公
开评选，最终评选出肖万春、左
洪永、牛华安、方道元、黄万明、

牛立莲、丁德群、李美雪、陈春、

吕明尚等这批年龄最小
12

岁、

最大
66

岁的“十佳道德楷模”。

为了使评选活动的社会效
应最大化， 该区对此次评选出
的“楷模”的典型事迹在电视、

网络、报刊等媒体上进行宣传。

同时， 采取巡回宣讲等多种方
式在区各机关单位、 乡镇街道
以及群众中宣传道德模范的先
进事迹，传递正能量，以浓厚的
社会道德建设氛围引领社会新
风尚。

光山县:村干部一人学一技

本报讯（邹晓峰苏良博）

“远教平台登不上了，过来教我
一下。”“我这个表格自己建起
来了，怎么合并啊？”这是

3

月
9

日笔者在光山县白雀园镇土庙
村委办公室里听到的关于村干
部询问电脑使用知识的对话。

去年以来
,

光山县组织各
乡镇掀起转作风、 学技能、树
新风的热潮，通过发动村级干
部学电脑知识、到先进地区学
经验、 走村入户办实事等行
动，助推农村新发展。砖桥镇
文店村

56

岁的村党支部书记

邹平初和
53

岁的村委主任饶
本远， 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为了村里的茶叶种植基地能
更好地发展，他们积极地向镇
政府工作人员学习利用网络
销售平台、上传照片等电脑技
巧，及时发布各类销售信息。

该县为提升干部综合素
质，结合各村发展特点，干部个
人专长喜好等，创新学习模式，

要求各村干部掌握
1

门以上的
实用技能，努力打造一支“服务
型”、“市场型”、“创业型” 的基
层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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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两代表一委员”评议督查模式

淮滨县真督实查促重点工作落实

本报讯（记者韩浩通讯员吴晓睿）

3

月
9

日，春雨潇潇，乍暖还寒，淮滨县赵集中
学的学生们吃过午饭仍在雨中有说有笑地洗
着碗筷。“这里早已安装了简易钢棚， 我们再
不用担心下雨下雪了，真是感谢县里‘两代表
一委员’评议活动。”学生们说。

学生们说的“两代表一委员”评议活动是
该县创新的一种工作督查模式。从去年

9

月份
开始，该县邀请在淮滨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组成多个评议小组， 围绕全县重点
工作、民生实事逐项现场开展评议活动，提出
合理建议，督促问题解决。像赵集中学等乡镇
学校学生露天洗碗就是代表委员提出解决的

实际问题。

“‘两代表一委员’ 大都是各行各业表现
优秀人士， 对社会事务管理热情高、 责任心
强，在参与评议前又进行了调研，评议直指要
害， 有效督促了职能部门对存在问题的解
决。”该县县委督查室主任李伟说。

为增强评议效果， 该县县委督查室提前
定好题目，确定评议重点工作和责任单位，选
定好代表委员，对代表和委员先进行培训，明
确标准，严明纪律。然后，代表委员按“看、听、

问、评”四个步骤开展实地查看、听取专题汇
报、进行当面提问、集中评议打分，提出建议，

参与社会行政管理。 该县县委督查室将代表

委员的问题和建议整理下发责任单位， 限期
进行整改。责任单位需迅速制订整改方案，明
确责任领导（责任人）、整改措施、完成时限和
联系方式， 由代表和委员对方案进行二次评
议。整改完成后，再进行第三次评议。为提高
整改效果， 每次评议活动开展情况县四大家
班子联席会议均要听取专题汇报。

“作为县人大代表，这是我们履职的一种
途径。 特别是看到自己代表群众把问题提出
来，最后得到解决，我感觉到很光荣，很自豪。”

该县人大代表王建民说，“我很乐意参加这种
实际的评议活动， 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履行
职责，因为这确实能解决群众最实际的问题。”

“代表委员深入现场督查评议， 从严从
实、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们被评议部门
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的督查评议，督得严、

查得实、评得真、议得准，对我们工作是个极
大的促进。”该县农业局纪委书记王振旭说。

“两代表一委员”评议活动已成为该县推
进工作、 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和社会管理效能
的重要途径。半年来，该县共组织开展“两代
表一委员”评议活动

9

次，提出整改意见
54

条，

涉及医疗、教育、卫生、“三违”、农业、城市管
理、行政服务等各个行业，有效提升了政府行
政的效能， 促进了一些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实
际问题的解决。

责编：陈晓军审读：庭军组版：许晓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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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春”要惜春

时下， 春暖花开， 万物复
苏，正是外出踏春的好时节，久
居室内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走进大自然，触摸春天，欣赏美
景
,

放松心情。这本是一件惬意
的事情， 但是一些人在外出游
玩时，踩踏庄稼，采摘鲜花，攀
折树木，乱丢垃圾，只为一时之
快，肆意毁青损绿，给大自然造
成严重伤害和破坏， 实在得不
偿失

,

大煞风景。

也许，在许多人的潜意识
里，折朵鲜花、摘片树叶、拔根
绿草是“踏春”过程中最正常
不过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一

朵鲜花、一片树叶、一根绿草
又算得了什么，难道这也会破
坏生态环境？确实，一朵鲜花、

一片树叶、一根绿草并没什么
大碍，但试想一下，如果你一
朵我一朵， 你一片我一片，你
一脚我一脚，这满园的春色岂
不被我们毁了吗？如果我们在
放松心情的同时，也放松了对
自身行为规范的约束，四处折
花践草，其结果只会践踏了自
然美景，给社会留下了文明的
伤疤。

记者走基层

行进中国精彩故事

敬老院里话温馨

说起养老这事儿， 在罗山县彭新镇西
湾光荣敬老院生活的老人们心里都美滋滋
的。不仅住得舒适、吃得健康，与当地其他
敬老院相比， 这里的

80

位老人还率先用上
了紧急呼叫器， 老人们的需求能第一时间
传达。

羊年新春期间， 记者来到这家敬老
院。“我们这是全县第一家装有紧急呼叫
系统的敬老院。” 院里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 敬老院的

80

间房内都已安装了意外
紧急呼叫系统， 既便于全天候为院民服
务，又节省了工作人员巡查时间，提高了
工作效率。

走进一间老人的住室，

80

多岁的潘传

秀老人正坐在床边看电视。 聊起紧急呼叫
系统， 老人一边指着床头的一个类似电灯
开关的设备，一边打开了话匣子。

“瞧，就这个按钮，我伸手一按，看护人
员马上就能来。”潘奶奶高兴地说，“有了这
个
,

我不下床就能把人叫来
,

很方便。”

“这话可不假，我还亲身体验过哩。”

70

多岁的顾运昌大爷接过话茬， 说起
2013

年
的一次意外“紧急呼叫”。

原来，院里的“紧急呼叫”系统刚安装好
没几天，顾大爷和同屋的老伙计错把它当成
了普通的电器开关。“那天夜里

8

点多， 我顺
手按了下去，上面的红色指示灯立刻亮了。”

顾大爷告诉记者，“正当我们疑惑时，院长已
经进屋了，询问我们哪里不舒服。”

虽说这次呼叫是“有惊无险”，但这次
经历让老人们从心底意识到， 敬老院对他
们的关爱。

来到西湾光荣敬老院，随处可见院里
对空巢老人、五保老人的细心关怀。在硬
件设施上， 敬老院占地

30

亩， 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为完善基础设施，院里投入
10

万余元进行绿化、亮化工程，完善休闲
健身场所，设置安保系统，不仅设有无障
碍通道、医务室、文化娱乐室，还建有景
观花坛、休闲椅、独立洗浴室等，同时开
辟养殖和果蔬种植区， 让老人们亲身经
历着种养的乐趣， 每天吃着自己种的果
蔬更放心。

“播撒亲情，奉献爱心，付出真诚，营
造温馨。” 这里的幸福生活与敬老院秉承
的服务理念息息相关。 院长彭守国说，今
后要让更多人体会到敬老院这个大家庭
的温暖。

(

图为敬老院的幸福生活让老人乐开
怀。 本报记者郭靖丁桂玲摄

)

农家乐里乐农家

“老板，结账！”

昨日下午两点多，当记者来到鸡公山管
理区彭家沟“龙湾山庄”地锅饭褚世忠家，最
后一批食客刚刚结束用餐，正准备离开。

“这家地锅饭不错，地道！”以为记者是
来用餐的食客，结束用餐的老张热情地向我
们推荐着。

“老板你这生意不错啊！” 记者打趣道。

“也是国家政策好， 要不哪有现在的好日
子。”褚世忠憨憨的一笑。

原来，在
2013

年
9

月份之前，褚世忠还是
个在外打工， 年收入几万元的“打工仔”。

2013

年，鸡公山管理区在筹备“大鸡公山”旅
游规划项目的时候，为了解决来鸡公山旅游

的游客的食住问题，在彭家沟规划了农家乐
片区。紧靠

107

国道，坐落在鸡公山脚下，毗
邻波尔登森林公园，彭家沟依山傍水，风景
秀丽， 更迎合了当代人在巨大生活工作压
力下的返璞归真，远离城市喧嚣，融入大自
然怀抱精神需求。 于是， 借着政策的“东
风”，不到两年的时间，褚世忠摇身一变成
了“小老板”。

从“打工仔”到“小老板”，“生活越来越
舒坦了。”褚世忠说。“我今年

50

岁了，在外面
打工，工厂大多不要我这年龄的人。现在在
家里挣点钱，带带孙女，踏实。”

“舒坦” 的生活源于政府的支持。“政府
帮我们修了路，像这房屋的规划改造，对外
宣传，用瓦补贴等，都是政府在后面支持我
们。”说起政策上的优惠，不善言谈的褚世忠
反而滔滔不绝起来。“怕我们经营不好农家
乐，有抵触情绪，前段时间政府还组织我们
去郝堂、谭家河考察呢。”

一家人全部上阵， 褚世忠负责配菜，妻
子做菜，像南湾鱼、土鸡等特色食品，全成了
顾客口里津津乐道的美食。“到旅游旺季，我
们这一天有十几桌，吃饭还要排队呢！”说起
这些褚世忠满脸笑容。

生意红火了， 对父老乡亲来说也是好
事。彭家沟里，几个身体硬朗的留守老人在
褚世忠家农家乐里打过“下手”。对他们来
说每天能挣点“零花钱”，也排解了生活上
的寂寞。

“下一步还得再扩张店面。”说起未来的
规划，褚世忠信心满满。“后面可以再加个院
子，除了做地锅饭，还可以提供住宿。这样，

南来北往的旅客可以在我这里享受‘一条
龙’服务了！”

（图为褚世忠在院子里晒腊肉。 本报
记者李浩摄）

□

本报记者郭靖丁桂玲陈世军
□

本报记者刘翔见习记者李浩

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遍染绿色，

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让草
原牧歌欢唱……

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蓝图，也
是实现永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战略谋划，着

力创新发展理念，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引
领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奋勇前
行。

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
深刻总结

———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
明衰。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事业

２０１５

年新年伊始， 习近平总书记在

云南考察工作时， 专程来到大理市湾桥
镇古生村， 详细了解洱海湿地生态保护
情况。

在碧波荡漾的洱海边，习近平和当
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 过几年
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他叮嘱，一
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
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
人间。

(

下转
04

版）

□

新华社记者陈二厚董峻
王宇刘羊

□

鲁庸兴

新县加大扶贫工作力度

本报讯（叶兴）去年以来，

新县坚持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条件、 促进农民脱贫增收为目
标，大力实施项目扶贫、产业扶
贫、智力扶贫、社会扶贫，助推美
丽乡村建设。

实施项目扶贫，夯实乡村发
展基础。 该县大力实施道路、安
全饮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民
生项目，共投入省、市、县财政扶
贫资金

1550

万元，对
25

个贫困村
实施整村推进，新建村组水泥路
25.6

公里、 桥
5

座， 整修大塘
35

口，堰
12

道，过滤井
2

座，蓄水池
2

个， 解决了
22

个村
46

个村民组
的行路难问题和

2

个村的安全饮
水问题，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5600

亩。

实施产业扶贫，增强乡村发
展后劲。该县以产业扶贫为主攻

方向，依托产业化贷款贴息、到户
增收、小额贷款贴息等项目，通过
建基地、育龙头、到村到户，发展
特色产业，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群众脱贫。

2014

年全县实现
7900

名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实施智力扶贫， 增强乡村发
展能力。 该县把提高贫困群众文
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作为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 成立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中心， 依托信阳涉外职业技术
学院、新县职业高中、千斤高中等
培训基地，整合就业再就业、阳光
工程、雨露计划等培训资源，深入
开展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每年
培训高技能人才、再就业人员、农
村劳动力

1.5

万人次； 组织专家、

学者对茶叶、油茶、地膜花生、油
牡丹、红豆杉、小龙虾养殖等实用
技术培训

7500

多人次。

3

月
10

日，罗山县种田大户方太平在给油菜喷硼肥。该县组织
人员在油菜花期将肥、药混配进行喷雾，确保油菜丰收。

方建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