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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苗苗）12月
11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富
治到中心城区督导检查“创文”

工作。

张富治先后到武侯农贸市

场、二机厂农贸市场、汉冶农贸

市场等地，察看市场管理、经营

秩序、环境卫生等情况。张富治

还到农贸市场周边的背街小巷、

居民楼院、文化广场，察看基础

设施、卫生状况及公益广告设置

等情况，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相

关单位立即整改，跟踪督查。张

富治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认

真对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标准，

查找不足，落实整改。建立健全

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精细化

管理。进一步做好宣传引导，营

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充分调动群

众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强大合力。压实责任，狠抓

工作落实，确保“创文”各项工作

取得实效。③8

督导检查中心城区“创文”工作

认真对标整改 提升创建水平

“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

而内自省也”……自古以来，我们

的先贤在修身养性、练达自身等方

面，都十分重视自省的力量。在相

当意义上说，自省精神是人生最大

的财富，是让自己减少失误错误、

实现自我净化提高的有力武器。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

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

说有沉沦。”危急时刻，人们往往会

警醒自己，反省自己的不足，补齐

自身的短板。而在平常时候，人们

则容易失去警觉，自省机制失去效

力，危险就会接踵而至。比如，在

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习惯于从自身

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判断是

非，而不是检视自己有无不足、缺

点和失误。“自己排队时，不希望别

人插队；自己插队时，要求别人闭

嘴”，凡事责人而不自省，只找别人

毛病，而不找自己原因，只指责别

人过错，而不找自己的问题，往往

会使小纠纷酿成大事故，正所谓：

“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

地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教训殊

为惨痛。

自省的力量，首先在于可以

“立己”。古人云“以责人之心责

己，则寡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则远怨矣”“日省其身，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极言自省是修身养性、

提升境界的重要方法。《世说新语》

载，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

所患，与蛟、虎并称为“三害”。周

处射虎杀蛟三日不见，乡人以为周

处死了互相庆贺，周处回来后听到

乡邻相庆，才知被乡邻憎恶，乃“有

自改意”，由此弃恶从善，“有文思，

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今天，

我们讲自省，对思想、工作、生活点

滴及细节予以检视，客观地看待自

我，清醒地查找不足，其意义并非

止于忏悔，而在于超越自我，促进

自我认知、自我完善，不断唤醒善

意良知，不断升华人格。

自省的力量，还在于能够“达

人”。“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

又何妨”，桐城六尺巷这一古今佳

话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凡事首先

反省自己的不足并付诸改正的行

动，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事当前，我们首先反省自己的错

误，对方多半就会有正向的反应，

即便一时没有也报之以宽容，很多

问题就会在无形中化解了。对于

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能唤醒自

省意识，焕发自省力量，就会形成

向上向善的良性循环，重品行、讲

道德、守规矩就会蔚然成风。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

媚。”善于自省的人富有人格魅力，

善于自省的民族受到世人敬重。处

身现代社会，以“吾日三省吾身”的

精神，反躬自省自身的规则意识、道

德品行、言行举止，在自省中知敬

畏、受警醒、明方向，我们就将在不

断自我约束中实现自我完善，进而

共同提升社会文明的水位。③8

焕发自省的力量
□ 何 聪

植树造林增新绿

图① 日前，宛城区

汉冢乡流转土地2600余
亩，组织大型挖穴机械

10余台，有序开展植树
造林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图② 内乡县开展湿

地保护区植树造林活动，

为建设生态内乡再添新

绿 特约记者 王倩 摄

图③ 淅川县群众在

上集镇凤凰山造林绿化

基地开展义务植树造林

活动，共同打造绿色生态

渠首 ③8
特约记者 杨冰 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本报讯（记者李佩佩）12月
11日，副市长谢松民带领相关
部门负责人就中心城区农贸市

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

督导。

谢松民一行先后到中商批

发市场、赵营农贸市场和老庄农

贸市场等处，详细了解市场基础

设施建设、商户经营现状、环境

卫生和管理情况。谢松民指出，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责任重大，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

继续巩固良好态势，强化日常监

管，提升市场精细化管理水平。

坚持问题导向，检查标准要从严

从紧，对照标准找差距，夯实责

任促提升，严格落实创建工作责

任制、督导检查机制。密切配

合，形成合力，抓好农贸市场的

管理和服务工作，打造规范的经

营秩序，坚决打赢文明城市创建

攻坚战。③8

规范农贸市场经营秩序

强化日常监管 巩固良好态势

本报讯 （记者魏巍）12月
11日，2018年全省环境监测站
长培训班在南水北调干部学院

开班。

为进一步促进2018年度全省
环境监测工作任务全面完成，积极

谋划2019年全省环境监测主要工
作，充分发挥好环境监测技术支撑

作用，经请示省生态环境厅批准，

举办本次培训活动。全省各省辖

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环

境监测站以及南水北调中线渠首

环境监测应急中心负责同志参加

本次培训。课程时间安排在12月
11日和12日，内容主要包括集中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省生

态环保大会会议精神、环境自动监

测管理、如何确保数据质量支撑环

境管理以及各地市监测站交流发

言等。③8

全省环境监测站长培训班开班

增强监测能力 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讯（特约记者廖涛 通讯

员刘春雨 李卫东）“我能够光荣脱

贫，一是靠县里的好政策，二是靠

自己双手勤劳奋斗，发展养猪业，

收入持续增高！”日前，在南召县南

河店镇龙王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村民们聚精会神地聆听“脱贫

明星”王玉海讲述脱贫经历。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如

何实现扶贫与扶志扶智有机结合？

2017年7月，龙王庙村对村内
一处农户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办起

了全县第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邀请“脱贫明星”讲故事、致富

能手讲经验、帮扶干部讲政策、涉

农专家讲技术、法律专家讲法规、

乡贤模范讲家风，面对面宣讲，让

课堂接地气，让群众学真经，全村

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今年

该村主动申请脱贫的有58户，获得
镇级“流动小红旗”的优秀贫困户

有68户。

南召县在全县各村依托党群

服务中心、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道

德大讲堂等场所，建立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结合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和

实际需要，充分运用本地资源，通

过课堂式集中讲习、互动式分散讲

习、全媒体网上讲习，把文明实践

场所搬到田间地头，把中央和省

委、市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广大群

众听得懂的“乡音土话”，用接地气

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

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学得会，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建成密切

干群关系的桥梁、凝心聚力的阵

地、脱贫攻坚的课堂。

目前，南召县已建成14个乡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02个村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云阳镇已建成1
个镇级文明实践所、25个村级文明
实践站，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讲习

活动 50余场，受教育党员群众
3000余人次。③4

南召“脱贫明星”传经验

鼓舞斗志激发内生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谭亚廷 刘宏

伟）日前，镇平县石佛寺镇韩冲村

的文化大院内人头攒动，掌声不

断，由该镇组织举行的“志智双扶

快乐星期天”文艺演出正在进行。

富有乡土气息的快板、地方戏、小

品等节目轮番上演，来自十里八村

的乡亲们看得津津有味。

“为了丰富乡亲们精神文化

生活，我们不仅有接地气的文艺

演出，各村还将脱贫政策、村规民

约上墙，用‘文化套餐’滋润民心，

让咱乡亲们坚信党的好政策加上

自身的辛勤劳动，一定能过上幸

福生活。”石佛寺镇副镇长韩丽冰

说。

扶贫先扶志，文化应当先。镇

平县切实把文化惠民作为全县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载体，按照

“四个两有”（县级有宣讲团、电视

专栏，乡级有大篷车、宣传队，村级

有讲习所、村规民约，户级有明白

人、明白单）标准，建立起了四级联

动机制。县文广新局、教体局和文

联利用自身职能优势，分别成立了

文艺宣传小分队。各乡镇街道也

分别组织广大民间文艺爱好者组

建了小分队。目前全县已组建了

20余支文艺政策宣传小分队，举办
各类演出活动200余场次，充分发
挥文化育人、文化塑人的功能。

该县注重先进人物的示范引

领作用，建立了先进典型人物引领

机制，组织“时代楷模”张玉滚先进

事迹报告会、最美扶贫干部征文评

选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全民向

善、见贤思齐、人心思进的良好氛

围。

同时，在全县乡、村两级扎实

抓好文化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将党

的扶贫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内容融入文化活动中，寓教于

乐，让贫困村群众切实享受发展带

来的红利。③6

镇平文化扶贫润民心

志智双扶创造幸福生活

（上接A1版）
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介绍，作

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河

南省深度贫困县，淅川开发护林员、

护水员、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1万
个，主要用于安置贫困群众就业。

全荣州成为库区一名护水员。

每天除了对库区进行保洁外，他还

给来往的游客讲修建大坝的历史、

讲移民搬迁的故事、讲水质保护的

艰辛。他常提醒人们，即便一个烟

头、一片糖纸、一个花生壳落入水

里，也不中！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环保

志愿者，大家自觉爱水、惜水、节水、

护水，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保

水质、护运行。

网箱取缔后，他们
端起绿饭碗

12月7日，位于丹江口水库东
岸的淅川县香花镇陈岗村，10多位
村民正哼着小曲在水库边栽植树

苗。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苗木铺

满了岗坡，染绿了库区。

“这是女贞树苗，今天要全部下

地。”王泰正放下铁锹，搓去手上的

泥土，讲起了一段“水上拆迁史”。

今年 42岁的王泰正全家 7口
人，上有老下有小。“干事从不愿落

人后”的他十年前曾贷款百万元，发

展网箱养鱼，“年收入几十万很轻

松！”谈起那段往事，曾经的“养殖大

户”王泰正依然自豪。

为尽快改善丹江口库区群众生

活，上世纪末，淅川县几年间先后投

入资金5000多万元，支持库区发展

养鱼网箱5万多个，养殖渔民8000
余户、2.8万人，年产值 15.8亿元。
网箱养鱼成为库区失地农民的主要

产业，也是主要的生活来源。

“网箱养鱼在促进群众致富增

收的同时，却对水库水质造成影

响。”淅川县长杨红忠介绍，为保一

库清水永续北送，守着“大水缸”，握

着“水龙头”的淅川，在国家有关奖

补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先后关

停380多家污染企业，1.9万名工人
下岗失业；取缔库区水上餐饮船及5
万余个养鱼网箱，全面取缔禁养区

内400家养殖场，综合损失达8亿多
元。

2014年初夏，王泰正“一句落后
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不管赔不

赔，咱该拆拆，小家能有大家重要？”

银行贷款怎么还？王泰正说，

“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他决定育

树苗：“既然是核心水源地，种树也

是护水嘛。”说干就干，他在村里租

赁了百余亩地，种起了花卉苗木。

再次创业，弯路没少走。“没经

验，开始种的树苗一半死掉，只能慢

慢摸索。”摸索正苦时，2015年初冬，
县里派来了技术指导员，王泰正笑

了，“这真是雪中送炭！”

“养殖户”转身“种植户”，水库

边长出绿树苗，坡岗穿新装，库区新

绿掩盖了原先的遍野土黄。2016
年，王泰正接到好消息：县里要修建

环丹江口水库公路，需要道路绿化

苗木，政府优先想到那些为国家工

程作出奉献的人。王泰正对老伴

说：“你看，政府还能亏了咱？”现在，

他的基地已经育有十三四种树苗。

王泰正说，比起网箱养鱼，种树

育苗赚不了几个钱，但能绿化库区、

涵养水源，家门口的丹江水会越来

越清甜。“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要

看长远算大账。”在淅川，共有6万
余名像王泰正一样的库区群众走上

绿色转型路，捧起“生态碗”，吃上

“生态饭”。

荒山染绿后，他们
守护生态屏障

从渠首出发，沿丹江口水库东

岸翻山越岭行驶至豫鄂交界处，淅

川太子山林场到了。

22平方公里的林区，奉献了三
代人的青春!
“40多年前，这里到处是荒山秃

岭，一群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背着

帆布帐篷、草垫赶到这里，在几十年

里，硬是用铁锹和镐头，把荒山‘绣’

成了林海。”太子山林场场长陈人范

介绍。

1975年 10月到太子山的杨俊
将，当时还不到20岁，如今已两鬓
白发。“石头山上栽树，首先要解决

土和水的问题。”杨俊将回忆，镐、

锨不知用坏了多少把，打钎时他们

几个人虎口上的裂口就没长住过，

好不容易把石头缝凿成了一个个

坑，还得肩挑人抬，一袋一袋往山上

搬运泥土；没有水，他们在山上围

堰，用木桶和陶罐从山下抬运。为

了确保苗木根部培土不被雨水冲

走，他们还从山下扛上去一块块石

头，在每棵树苗的根部垒起月牙形

围挡。“一帮人，从山脚‘之’字排开，

硬是把树苗、土、石头传递送到了山

顶。”回想植树的场景，杨俊将感慨

万千。

种活树，还要护好林。

“赵好秋是最早那批护林员，为

保护山上的重点抚育林区，防止牛

羊啃咬，他花了3年时间用石头垒
起几公路长的隔离区。”陈人范回

忆。

常年巡山，风餐露宿，还不到50
岁，赵好秋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

肠胃病。2010年9月，58岁的赵好
秋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弥留之

际，他对围在身边的老伙计提了这

辈子最后一个要求：能不能把山上

的柏树砍两棵给他做棺材？陈人范

跟几位老队员对望几眼，沉重地摇

摇头：不行。

赵好秋似乎早知道答案，点点

头，闭了眼。

“他干了一辈子护林员，他能理

解。这一棵树，就是一个净化水库

的‘绿色卫士’。”陈人范说。

几十年来，赵好秋管护的林区

无盗伐滥伐和森林火灾发生，自己

却积劳成疾，长眠在太子山巅。附

近村民把他以前居住的山岭称为

“好秋岭”，以感念这位平凡的护

林员。

心在诸峰，敢叫荒山披锦绣；意

留碧波，誓保清水送京津。近年来，

淅川县以每年10万亩的速度推进
荒山造林，营造林合格面积连续10
年位居河南省县级第一，森林覆盖

率由5年前的32.8%提高到现在的
45.3%。一代又一代护林人在丹江
口水库2000余公里的库岸线上，种
下片片绿林，管护座座青山，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构筑起生

态屏障…… ③6

（上接A1版） 其中分配引丹灌区
农业用水6亿立方米、城镇工业和
生活用水4.914亿立方米。南阳段
供水配套工程向市中心城区及邓

州、新野、镇平、唐河、社旗、方城6
座县城和邓州赵集镇移民安置区

的17座水厂供水。为充分发挥生
态补水效益，2016年12月以来，市
南水北调办分别通过总干渠白河

退水闸、清河退水闸、贾河退水闸

三座退水闸及9号分水口门，向南
阳市中心城区及方城县城进行生

态补水，累计补水2.61亿立方米，
受益人口达216万。通过生态补
水，置换白河城区段、清河、潘河方

城段的河流蓄水，不仅让城市河道

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也让河流水生

态环境得到提升，沿线受水地区地

下水位明显上升。

目前，我市加快未建、在建水

厂建设进度，扩大已建水厂用水规

模，加快推进内乡县、官庄工区两

条新增供水线路前期工作步伐，内

乡县配套工程输水线路初步设计

报告已报省发改委审批，官庄工区

输水线路正在由官庄工区与设计

单位商谈有关水资源论证工作。

截至今年11月底，我市供水里程
达147公里，已累计承接南水北调
水 4.54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
1.93亿立方米，生态用水2.61亿立
方米，惠及全市人口达216万，沿
线供水平稳安全高效，调水规模效

益不断扩大。③4

累计输水超180亿立方米

千 里 清 流 润 北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