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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 风力偏西风3级 温度最高32℃最低20℃ 降水概率 3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昨日，来
自省气象台的消息表明，本周我市
将以晴好天气为主，对我市的冬小
麦后期的生长成熟十分有利，充足
的光照和高温热量有利于小麦颗粒
后期干物质积累，使籽粒饱满，进入
成熟期，本周有望实现开镰。

气象预报显示，本周我省大部
分地区将表现出升温的态势，“桑拿
天”又回来了。 未来一周，全省周平
均气温与常年同期持平。周内极端最
高气温：西部山区32℃～34℃，其他地
区34℃～36℃。本周主要天气过程：

周内无明显冷空气活动，周五之前，全
省以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我省大部
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1℃以上。周
末，我省偏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

气象专家指出，我市本周将受
暖气团控制，天气晴好，气温上升十
分明显，最高气温 34℃，最低气温
20℃。气象专家表示，本周气象条
件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
无明显影响，易感人群应适当减少
室外活动时间。 另外，市民外出时
要采取防护措施，避免阳光直接照
射而灼伤皮肤。

本周高温少雨
有利小麦收割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朱雷
华）5月28日晚，由省民政厅指导，省慈善
总会、省红十字会、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
联合主办，省曲剧团承办的“点亮生命”贫
困儿童大病救助慈善晚会在省人民会堂举
行。省政协副主席邓永俭等共同启动了

“点亮生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救助慈
善项目。晚会现场募集善款1300多万元。

为充分发挥慈善事业作为政府社会
保障的有益补充作用，积极探索儿童大
病的社会救助之路，省慈善总会、省红十
字会、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决定联合
发起并共同实施“点亮生命”计划——贫

困儿童大病救助慈善项目，在政府现有
医疗保障和救助政策的基础上，联合开
展针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性白血病、
严重肾病、血友病、罕见病等重大疾病的
0~14岁贫困儿童的救助工作。符合上述
资助条件且在本省医院住院治疗的儿童，
经政府医疗救助后仍有很大困难的，可由
患者主治医生推荐，申请本项目救助。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现场向项
目捐赠 1000 万元，河南省华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等几十家爱心单位也慷慨解囊，踊
跃 捐 款 ，晚 会 现 场 捐 赠 总 额 达 到 了

1300.81万元。
我省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善朴、杨华

瑞、孟祥礼、胡希华、杨帅学等与梨园春
小擂主联袂慈善义演，为市民献上了一
台精彩的节目。

儿童节即将到来，为给全省孤儿送
去一份节日礼物，省民政厅、省慈善总会
还专门从福彩公益金中拿出 210.04 万
元，为全省42080名孤儿每人购买一份一
年期保障额度为 10 万元，覆盖包括恶性
肿瘤、白血病、急性肾功能衰竭等12种儿
童常见的重大疾病公益保险，保险将于6
月1日正式生效。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下
午，市领导吴天君到新密市永祥煤
业有限公司实地察看煤矿安全生
产情况，并到市煤炭局、市安监局

就安全生产和煤矿兼并重组工作
进行调研。

副市长王跃华、市政府秘书长
张学军陪同。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28 日，全
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经验交流会
在惠济区召开。市文明办及 12 县
（市）区、各开发区的相关负责人赶
赴惠济农村，观摩交流当地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的成功经验。

在惠济区古荥镇实验小学的少
年宫内，五年级学生黄荣和四年级
学生黄子卿坐在一起，正用纸张粘
贴一个紫色彩球。辅导老师李兰兰
告诉记者，这是少年宫的手工制作
活动小组，各年级同学可根据自己
的兴趣报名参加，火爆程度不亚于
城里的特长教育班。

同是在这个少年宫，一支由 80
名学生组成的盘鼓队也表演得有模
有样。盘鼓是古荥镇传统文化项
目，这支队伍的指挥是9岁的学生王

昕雨，他们的表演曾经获得郑州市
民间文艺展演二等奖。学校负责人
称，对农村孩子而言，参加了盘鼓队
就是一次难得的文艺熏陶。

惠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万
永生介绍，目前该区已经正式命名
了 7 个中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和
一个“乡村学校少年宫”综合活动
中心，这些场所将为农村孩子提供
更多的课外活动空间，加上该区已
经实施的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促
进惠济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上了新台阶。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还是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基本硬件要求之
一。目前，我市广大农村学校正着
力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市文
明办将在适当时候组织检查评比。

全市少年宫建设经验
交流会在惠济区召开

八八 ··安阳篇安阳篇十十 谈谈加快领导方式转变加快领导方式转变
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

河南是有影响的文化大省，安
阳是典型的文化大市之一。“彰德”
谈“文”，让人耳目一新，令人为之一
振。“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
力，文化是效”，已成为全省上下新
的共识。

文化是软实力。甲骨文的开启
鸿蒙是“文”，周易的博大精深是

“文”，“有容乃大”的宽阔胸襟是“文”，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文”……

“文”，是历史遗产，又是时代风尚；
“文”，是思想理念，又是价值取向；
“文”，是创造发明，又是发展支撑。

“用足文化凝聚力”、“用实文化
推动力”、“用活文化创新力”、“用好
文化提升力”，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
地认识到文化的力量。

文化是力，首在凝心。文化的
因子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民族的精
魂浓缩在文化的传承中。中原文化，

穿越时空，联起无数炎黄子孙，同心
助力崛起大业。

文化是力，要在提神。传承优
良传统，弘扬“三平”精神，坚持求真
务实，倡导开放包容，奋力开拓进取，
保持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

文化是力，贵在聚气。中原崛
起，“文”以化之；河南振兴，“文”以
铸之。顺应民心，振奋士气，团结
一致，奋发有为，共建精神家园，共

创美好明天。
文化是力，重在兴业。以文兴

产业，以文促发展，提升软实力，增强
硬实力，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开创
河南跨越的新局面。

思想智慧在文化中积累凝结，
民族精神在文化中薪火相传，道德情
操在文化中陶冶提高，时代车轮在文
化中滚滚向前——

文化河南，魅力无限！

漫步广州市北京路步行街，很
容易被一大片玻璃路面吸引。玻
璃罩子下面两三米处，是宋、元、明
朝时期广州的路面，中国“南大门”
城市中轴线两千年沧海桑田的变
化，就在那一道道深深的辙痕、一
块块斑驳的砖块上静静流淌。

北京路东南方约 10 公里处，
610 米的“小蛮腰”直插云霄，17 万
平方米的海心沙在亚运后变身市
民广场，“圆润双砾”的大剧院像置
于平缓山丘上的两块灵石，以美丽
书籍为概念的广州图书馆新馆外
形酷似书本堆砌起来……这里是
广州新的城市中轴线，这里有最时
尚的建筑、最前卫的设计，这里是
这座千年古城崭新的城市名片。

近年来，广州大力实施《珠江
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以举办广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为
契机，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着
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推动城
市面貌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广州，这座拥有2200多年悠久
历史、1000 多万人口、7400 多平方
公里面积的特大城市，一如那雄壮
魁梧、花红如血的木棉树，气势磅
礴地耸立在南中国海滨。

战略规划引领控制城市建设
“回顾这些年广州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深切地感
受到，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和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控制作
用。”广州市规划局副巡视员董运

广告诉记者。
早在2000年，广州市就开国内

大城市先河，开创性地完成了《广
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概念规划纲
要》，开启了中国的城市战略规划
时代。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州战略
规划在国内城市规划界产生广泛
影响。紧随其后，先后有 200 多个
城市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前开展
战略规划研究，战略规划逐步在我
国城市规划体系中，成为指导城市
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文件，开创
了中国的城市战略规划时代。

第一个吃螃蟹的广州并没有
止步于“首创”，而是不断吐故纳
新。通过“咨询—制定—检讨—优
化”的检讨自优机制，战略规划的
关键词不断升级：2000 年，“南拓、
北优、东进、西联”；2007 年，新增

“中调”，使城市发展形成“十字拓
展”态势；2010 年，再次提出为“后
亚运”概念，从中心城区中调整出5
大功能区，强调“优化提升”。顺应
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广州 2020：
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总报告》也
随之应运而生，羊城未来10年的发
展蓝图恢弘绘就。

2010年9月24日，在肯尼亚举
行的第46届国际规划大会上，广州
市战略规划获“国际杰出范例奖”，
成为中国首个获得该全球规划最
高级别奖项的城市。大会奖项评
审团认为，广州战略规划的编制与
实施模式，“值得全世界的发展中
城市广泛借鉴”。 （下转第六版）

规划优先引领
中国“南大门”建设

本报记者 张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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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力
何 平

（一）“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翻开华夏史册，处处可见安阳源头文明的踪

迹。甲骨文在安阳发现、颛顼帝喾二帝生活并葬
于安阳、《周易》诞生于安阳，安阳被誉为中华民族
的文字之根、人祖之根、文化之根。

自殷商始，七朝在安阳建都，政治、文化、经济
大融合，使安阳文化具有开放兼收、雍容大气、融
会贯通、与时俱进的独特魅力。

“铁骨铸胆色，劈裂太行山”。上世纪 60 年代
诞生于安阳的红旗渠精神，为安阳文化增添了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
息、开拓创新、团结实干、无私奉献等更加丰富的
时代内涵。

厚重的历史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闪耀着智
慧的光芒，涌动出无穷的文化力量，构成安阳独特
的文化软实力。

（二）中原经济区建设靠的是大智慧，写的是
大文章。安阳明确提出了自身定位：

——中原崛起示范城市；中原经济区综合实
力领先城市；豫北区域性中心强市。

围绕上述定位，我们还要努力打造“两个支
点”、“两个区”：

——“两个支点”：中原经济区北部重要的战
略支撑点；晋冀鲁豫周边地区辐射、合作、交流、开
放的制高点。

——“两个区”：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
示范区；中原经济区及全国“低空经济”发展试
验区。

实现目标，不辱使命，安阳必须传承优秀文
化，用文化软实力打造经济发展硬实力，做到主动
融入、乘势而上、创新有为！

（三）安阳以文化而名，却未因文化而盛。
回眸改革开放 30 多年，安阳经济社会有了长

足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总的来
看，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不优不强，在竞争中
时有落后，在发展中不乏忧患——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中国文化旅游名城，可
文化产业发展却相对滞后。安阳旅游收入仅占全
市 GDP 的 5.03%，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3.95 个百分
点。座拥丰富的文化资源，却没有产生应有的综
合效益。

安阳有安钢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为经济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与此同时，“安钢一咳
嗽，安阳就感冒”，经济结构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安阳“纵向比”有发展，生产总值在全省曾排
在第三位、第四位，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下滑，排到
了第八位，人均生产总值更是排到第十位。与周
边城市相比，生产总值比邻市邯郸差将近一半，比
聊城差 200 多亿元，从全国看，与沿海发达地区的
差距越拉越大。

无论是甲骨文、后母戊鼎、《周易》，还是“人工
天河”——红旗渠，每个奇迹的诞生都是革新创造
的结晶，可是新时期以来，优秀传统并没有得到充
分的弘扬与彰显，惰性和保守常常阻碍我们的创
新，封闭和自满往往禁锢我们的突破。

……
（四）破解这些难题，需要解放思想；实现科学

发展，需要转变方式。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力、文化是效。”

省委书记卢展工的精辟论断，为安阳市用领导方
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

加快转变，安阳须把文化力的开发与利用作
为转变方式的重要内容去破解，以文化为引领，
以文化为支撑，释放文化的凝聚力、推动力、创新
力、提升力，实现思想观念的解放、体制机制的创
新、发展模式的突破，达到打造经济发展硬实力
的目的。

（五）用足文化凝聚力。
文化决定思维，文化砥砺行动，文化凝聚力

量。
“普普通通、踏踏实实、侠肝义胆、不畏艰险，

包容宽厚、忍辱负重、自尊自强、能拼会赢”是对河
南人形象概括。安阳文化博大而深刻，厚重又常
新，这些品格在安阳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有商王武丁中兴、奴隶傅说升相、妇好女将
军挂帅、文王演周易、武王伐纣、西门豹治邺、项羽
破釜沉舟、岳飞精忠报国；今有李官奇精于发明、
许东仓心系群众、周国允诚实守信、王生英扎根山
区、谢延信至孝至爱、吴新芬大爱无言……无数的
英雄和楷模，用行动诠释着安阳文化的深刻内涵
与强大动力。

新的历史阶段，安阳继承发扬优良文化传统，
就必须持续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让优秀的文化
魅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化为文明品
格、价值取向，外化为自觉行动、发展实践，把文化
创新落实在创先争优上，把思想观念扭转到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

当前，关键是要引导干部群众消除封闭保守、
小富即安、等靠要等思想观念，牢筑以人为本理
念，强化发展为民意识，抢抓机遇、锐意进取、求实
求效，用文化软实力凝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合
力，促使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好的趋势、好的态
势、好的气势。

（六）用实文化推动力。
文化对安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是内在、持

久、不可替代和模仿的，是地域文化长期作用的结
果，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和广度。

不用这种推动力，文化资源只是潜实力；运用
这种推动力，就能转换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

牵动这种转换“牛鼻子”的，是文化体制改革。
作为全省五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市之一，安

阳克服重重困难，率先完成文化体制改革。今年5
月初，安阳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地
区”称号。

助力这种转换的“推手”，是文化资源整合。
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汉代民居博物馆相继

开馆，中国考古博物馆主体工程竣工，殷墟国家大
遗址公园破土动工，4个“国”字号文化大项目浓墨
重彩。全市去年确定的 47 项重点文化项目已有
42项完成或取得重大进展，今年又确定了56项重
点文化项目建设，引导和带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新兴文化
产业异军突起，滑县安绣、内黄县麦秆画和农民
画、曲沟抬阁、吕村战鼓等文化企业和专业村风
生水起。

用“山水安阳、文化安阳、历史安阳”文化旅游
发展大战略破解难题，把像珍珠般散落在各地的
资源整合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被
国家旅游局誉为“安阳思路”。

（七）用活文化创新力。
想创新、敢创新、善创新，是安阳文化的深刻

内涵。
创新，要理清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怎么

转？变什么？调整经济结构、创新发展模式是主
攻方向。

安阳立足区位、文化、资源优势，坚持以人为
本、科学发展，扭住工业、抓好农业、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着力强化产业、城市建设、交通运输、软实力
四大支撑。2010 年，全市工业总值增长 13.1%，高
于全国、全省平均增速。

安阳9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初步形成
了林州汽配制造、安阳县冶金建材、内黄县高档陶
瓷、滑县牛仔服装、汤阴县食品医药、殷都区钢铁
精深加工、高新区电子信息与新能源等各具特色
的产业集聚，去年完成投资 310 亿元，集聚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234家，实现工业总产值740亿元。

《周易》曰：“刚柔相济，变在其中。”安阳人创
造条件搞发展，靠亲商、爱商、富商来招商引资，中
原瓷都建设硬是创出“无中生有”的发展模式来，
成为全市、全省一个生动范例。

（八）用好文化提升力。
发展之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
绿色、低碳，是发展的趋势，是新兴的文明。

安阳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把文化生产力的提升
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机结合起来。

向蓝天要资源、要效益。安阳有国家体育总
局航校，有机场和 4420 平方公里、3000 米以下低
空开放空域；有“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林虑山国
际滑翔基地。抓住国家逐步开放低空领域的机
遇，创建中国航空运动之都和低空经济发展试验
区。如今，中国（安阳）国际航空运动旅游节已升
格为富有竞争优势的“国家级”品牌。

安阳立足自身具有发展光伏产业和生物柴
油、地热、秸秆发电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
产业。如今，沿林州市、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滑县一线，坐落着一大批以生产新能源材料
为主的骨干企业，绵延百余公里，新能源谷已具
雏形。安阳成为中国光伏产业示范基地，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太阳能中心（安阳）光伏产
业化与技术研发基地也落户安阳。预计到 2015
年，安阳新能源产业销售收入将占全市限上工业
比重的30％。

（九）“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大潮激越澎湃。安阳人抱

定“倍加珍惜机遇、积极创造机遇、努力用好机遇”
信念，着力用文化软实力打造经济发展硬实力。

新的征程已经开启，新的画卷正在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