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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六十九）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三）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到“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核心价值锻造，一直是党执政的重要内容、社会主
义建设的根本取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大气磅礴的书写，源于精神；最令人
振奋的变化，始自人心。作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双管齐下，深化
改革与厉行法治两翼齐飞，不仅在现实中讲述了又一个“春天
的故事”，更在精神上催动了又一次崭新的觉醒。

探寻豫西 重温光辉岁月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

员 宋纪芳）日前，金水区兴达路
街道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辖区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一行人来到
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学
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感悟红色历史，发扬红色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

在纪念馆前，全体党员首先
重温了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
念。随后，跟着讲解员的步伐，
大家进入展览馆内部，通过 50
余间展室，以浮雕、展板、文物等
形式讲述着八路军豫西抗战波
澜壮阔的往事，辉映出豫西军民
在这场抗日斗争中，迎难而上、
前赴后继的拼搏精神，视死如

归、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跃马
疆场、慷慨赴死的奉献精神。最
后，通过一天的学习，党员干部
们纷纷表示，通过参观豫西抗日
根据地纪念馆，深切体会到了革
命先辈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
崇高追求，思想上受到强烈震
撼，心灵受到深刻洗礼。

下一步，兴达路街道办事处将
教育和引导街道党员干部在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上下功夫；结合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党史
的成果转化为为群众解难题的
实际能力，持续推动民生改善，坚
定不移推进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办惠民实事 创优质窗口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高怀亮）近日，

郑州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人社分厅联合社保
分厅、医保分厅共50余人，走进全国非公有制
经济党建先进典型——圆方非公党建学院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在党建会议室，圆方集团党委书记薛荣紧
密结合圆方集团的发展历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
和切身体会，为大家讲授了党课《红船故事》。
在场每位同志的心灵再次受到了震撼和洗礼，
更加对党充满了无限的信任和美好憧憬。

在圆方党建纪念馆，大家认真学习圆方
的党建之路、圆方的创新之路、荣耀印证辉
煌、未来之路等内容，见证了圆方集团“业务
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党建就延伸
到哪里”的非公党建辉煌之路。在圆方非公
党建学院，“抗疫情 战新冠”展厅展示的一幅
幅照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视频，印证了圆

方集团“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企
业宗旨。

同时，为方便圆方集团的员工、家人和身
边群众办理业务，人社、社保和医保分厅窗口
的业务骨干，分别就工伤认定、企业职工退休、
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企业养老保险待遇、劳动
能力鉴定、医保办理、公共业务办理等业务和
事项，进行了政策解读和办理流程及注意事项
的宣讲。

“作为人社、社保和医保这样与企业和老
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为民服务一线窗口，
我们要做到‘学百年党史、树为民思想、办群众
实事、当先进个人、创优质窗口’，为加快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推动中原出
彩、中部崛起、黄河战略实施汇聚强大力量，为
促进郑州市人社、社保、医保事业发展做出应
有贡献。”有关负责人说。

身边正能量

流浪兄弟在郑有了“家”
警民联手：为他们补办证件又找到工作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见习记者 刘地）昨日，
市公安局航空港实验区分局龙王派出所民警为青海籍流浪兄
弟俩异地补办了身份证。经过警民联手救助，二人在郑州有
了新的工作，即将开启新的人生。

5月 3日，高速路政人员将两名身穿羽绒服的男子送到龙
王派出所，说这两个人沿着商登高速走了好久，担心他俩出
事，就把他们带到了派出所。

经过两小时的耐心询问，值班民警王建华了解到他俩是
一对儿亲兄弟，哥哥叫马某祥，18岁；弟弟叫马某龙，16岁。
老家在青海省西宁市甘都镇，哥俩来到郑州，都跟着叔叔在西
区的一家兰州拉面馆打工。因为叔叔经常打骂他俩，两人就
一起跑了出来，想换个城市打工。他们随身背了一个包，里面
装了两三件衣服、两个馒头、一包方便面。二人对自己是否办
理过身份证都不太清楚，更记不清身份证号。

得知两个人的姓名和年龄后，王建华在系统中查询到二
人并没有犯罪记录。

一看到了吃饭时间，王建华带着兄弟二人来到民警常去
的一家烧烤摊吃饭，点过餐之后，王建华就跟摊主商量，能不
能让兄弟二人在这里打工，只要管吃管住就行。

兄弟俩十分欣喜，摊主也特别乐于助人，当即答应下来。
兄弟二人有了暂时的去处，随后，王建华联系到哥俩老家的公
安机关，根据查询到的身份证号，着手给二人办理身份证件和
暂住证。昨日，王建华把兄弟俩接到龙王派出所，采集指纹，
为二人异地补办身份证。

看着兄弟俩在烧烤摊踏踏实实干活，有吃有住，王建华放
心了。下一步，他将继续寻找二人的叔叔以及联系相关部门
对二人进行必要的社会救助。

之六

济源乡村游推介会走进郑州
本报讯（记者 成燕）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推动郑州和济源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昨日，以“愚农飘乡，乡约济源”为主题，由济
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管委会、济源市人民政府主办，济源农业农村
局、济源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济源乡村旅游推介会在郑州
举行。

据济源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济源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为主线，探索“城乡一体、产城融合”的全域旅游发展之路，着
力打造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业态。济
源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最具特色的是“一山一水一精神”。“一山”是
王屋山，“一水”是济水，“一精神”是愚公移山精神。济源山水秀
美、景色宜人，有王屋山、五龙口、黄河小浪底、黄河三峡等一批独
具特色的优秀景区。独特的地形条件和温度湿度，使济源成为“春
赏花、夏避暑、秋品叶、冬观冰”的宜居宜游之地。

会上，济源承留花石村、王屋山、五龙口等景区分别做了重点
项目推介。为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把美丽济源呈现给游客，让游客
放松身心，畅游田园，推介会发布了多条精品一日游、二日游线，重
点推出以“愚公故里·缤纷四季”之旅为主题的休闲线路、以“花动
济源、消夏戏水、赏叶品果、冰雪冬韵”为主题的四季游线路。

4条旅游直达线路即将开通
本报讯（记者 张倩）10日，记者从郑州交运集团了解到，随着

旅游旺季的到来，为进一步满足市民游客不断增长的出游需求，郑
州交通旅游集散中心将于 5月 12日开通郑州交通旅游集散中心
（原客运总站）至少林寺、开封、云台山三条旅游直通车线路。5月
13日开通新密助泉寺乡村旅游专线直通车。

少林寺线路

少林寺线路包含往返车票、门票、耳麦，票价138元；少林寺加
龙门石窟线路，包含往返车票、门票、耳麦，票价258元。

少林寺和少林寺加龙门石窟线路具体发车时间及站点：摆渡
车 6：50紫荆山河南饭店；摆渡车 7：00火车站东广场北出站口郑
州行车公寓；7：00郑州交通旅游集散中心（地铁 5号线京广南路
站 B口原汽车总站）；7：20火车站西广场正对面（西工房社区东
门）；7：30绿城广场地铁站D口。

开封和云台山线路

开封 A线（清明上河园加包公祠加小宋城），包含往返车票、
门票，票价 198元；开封B线（清明上河园加开封府加小宋城），包
含往返车票、门票，票价228元。

云台山一日线路，包含往返车票加门票，票价 238元；云台山
二日 A 线路，包含往返车票、门票、住宿农家、一早两正餐，票价
298元；云台山二日B线路，包含往返车票、门票、住宿宾馆、一早
两正餐，票价358元。

开封和云台山线路具体发车时间及站点是：摆渡车7：00火车
站东广场北出站口郑州行车公寓；7：00郑州交通旅游集散中心
（地铁 5号线京广南路站B口原汽车总站）；7：20火车站西广场正
对面（西工房社区东门）；7：30紫荆山地铁站D口。

助泉寺村乡村旅游专线

以交通融合乡村旅游，以旅游促进乡村振兴，郑州交通旅游集
散中心策划了“美丽乡村万人游”系列活动，将于 5月 13日开始，
以新密市牛店镇助泉寺村为目的地，开展“密玉天成、桃园秘
境”——走进新密市牛店镇助泉寺村主题文化旅游活动，同期开通
助泉寺村乡村旅游专线直通车。直通车自 5月 13日起，每周二、
四、六、日发班，始发站郑州交通旅游集散中心（原汽车客运总站前
广场，地铁5号线京广南路B出口），到达站新密助泉寺村。

从“ 要 把 黄 河 的 事 情 办 好”
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邙山提灌站：昔日供水“生命线”今朝市民后花园

（上接一版）这项浩大的水利工程完工后，郑州终于用上
了黄河水，“水荒”问题也迎刃而解。“邙山提灌站的通水，保
证了郑州70%的工业用水和市民生活用水，解决了干渠沿线
十万亩农田灌溉用水的难题，打通了郑州的水上生命线。通
过提灌站处理，黄河水质从每立方米含沙27公斤净化到1至
3公斤，有效保证了城市供水质量。”张新才欣喜地说。

“引黄工程”历经艰辛

这个历时2年3个月、先后有数十万人次参加的浩
大工程竣工后，不仅有效缓解了市民“吃水荒”，还成为凝
结群众集体智慧、全民参与的民心工程典范，以“艰苦奋
斗、知难而上、勇于创新、乐于奉献”为核心的“邙山精神”
也从此在市民中广为流传。

原郑州黄河游览区供水运行管理所所长梁玉林回
忆说，邙山提灌站建成初期，由于是先提水，后沉沙，造
成了泥沙淤积。1977年黄河断流最严重，这一年，为
引流，郑州人前后挖了 17次河。那些年，市政府每年
都会动员市民前来挖河、清淤。到黄河边挖河已成为
老市民心中难忘的镜头。

为彻底解决“引黄上山”出现的问题，邙山提灌站
技术人员多次前往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地考察，根据
郑州地形、地貌，逐渐形成新思路：改“取扬结合”为“取
扬分离”。 所谓取扬结合，是从黄河取水后即用水泵
抽上邙山，沿渠兴建沉沙池沉淀泥沙，然后把清水送往
西流湖。所谓取扬分离，是在滩地建沉沙池，让黄河水
在其中自然沉淀，澄清后再抽到邙山上。而这个沉沙
池的泥沙，用抽沙船抽出来，回吐到黄河里，这样沉沙
池可以永续使用。 取水方式改革确定后，根据黄委会
设计院的方案，郑州后来投资建设了大型沉沙池。该
沉沙池建成后，有效解决了水质提升等问题。

水引来了，如何植树造林，治理风沙？从上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邙山开始进行荒山绿化，市政府曾
动员众多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职工来这里种树。
已“扎根”邙山 40年的黄明利，从 17岁就来到邙山提
灌站上班。邙山变绿的艰辛历程让他感慨万千。“邙山
土质属于湿陷性黄土，又非常缺水。同样一棵树，在山
下长 1年，在山上就需要长 5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们都是扛着水管上山引水，浇灌树木，要想种活一棵
树，经常需要补种三五次。那时候，全市人民几乎都来
邙山种过树，因此，葱茏邙山凝结着全体市民的汗水。”

黄河奔腾，邙山吐翠。在老郑州人记忆中，黄河、
邙山提灌站永远是心中最温暖的记忆。翻看一张张泛
黄的《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一篇篇新闻报道忠实记
录了这片土地和广大市民的血脉深情：来自各行各业
的群众多次集体来到邙山种树，由于邙山自然条件恶
劣，不宜树木生长，大家就三番五次补种，直到一棵棵
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多位到邙山挖过河、种过树的老市民说，邙山提灌
站是郑州人心中永恒的记忆，它不仅构筑起郑州城市
供水的生命线、保护生态郑州的天然屏障，更是激励人
们奋进前行的精神动力之源。

记者近日走进郑州黄河文化
公园，与多位老建设者们聊天攀
谈。看着他们坚定的目光，听着他
们朴实的讲述，感受着一代代郑州
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脑海中清
晰浮现出“艰苦奋斗、知难而上、勇
于创新、乐于奉献”的“邙山精神”
群体浮像。

年逾八旬的张新才扎根邙山
48 年，退休后 20 年间依然忘我
地投入到黄河文化及生态项目
建设中。从建设炎黄塑像到黄
河地质博物馆，从景区入口改造
到邙山干渠复线工程，你都能看

到他在工地忙碌的身影。这位
可敬的老人不求名利、敬业奉献
的精神，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
工作作风，永远激励着年轻人拼
搏向前。

“我们那时住在邙山窑洞，
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邙山提灌
站建设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和
汗水。我们单位有不少职工是
几代人扎根邙山，这种血浓于水
的感情汇成了巨大力量推动着
景区发展。”谈及与邙山的深厚
感情，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不少老
职工激动地说。

弓青建的岗位是邙山供水干
渠巡线工。不管烈日炎炎还是
滴水成冰，不管倾盆暴雨还是狂
风大作，他都要冲到户外，徒步
检查供水干渠，看看有无阻塞、
决口，有无水源受到污染。年近
六旬的他在这个枯燥的岗位一
干就是 30 多年。“我们巡线的地
方 没 法 骑 自 行 车 ，只 能 靠 双 脚
走，经常顶着大太阳走几公里路
都见不到一棵树。但一想到守
护的是郑州供水生命线，就感到
特别光荣和自豪。”他朴实的话
语让人感动。

忆往昔，峥嵘岁月。
1952年 10月，毛泽东主席在

郑州邙山视察黄河时发出“要把黄
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1972年 10月，郑州邙山提灌
站全线竣工投用。

1981年 3月，该提灌站更名为
郑州市黄河游览区。2002年，该游
览区更名为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

2007年 4月 18日，经过 20年
运作建设，全球华人的重要文化标
志——高达 106米的“炎黄二帝”
塑像举行落成庆典。

2009 年，郑州黄河风景名胜
区管委会更名为郑州黄河生态旅
游风景区管委会，国务院批准该景
区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19 年 9月 18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着力加强
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
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
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
2019 年 12 月 9日，郑州黄河

文化公园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标
志着黄河沿线生态保护治理和黄
河文化主地标工程建设全面启动。

“黄河宁，天下平”。从古至
今，黄河治理都是安民兴邦的大
事。回首过往，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为郑州邙山提灌站的美丽蝶变写
下了最生动的注解。

统计数字显示，近年来，郑州
黄河文化公园共栽植乔灌木种类
200余种，成功引种驯化各类花木
600 余种，其中包括 30 多种珍稀
濒危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目前，该
公园林木总量达百万余棵，核心区
域拥有林地380多万平方米、草坪
6万余平方米，为生态郑州支撑起
坚实的绿色屏障，成为郑州美丽的

“后花园”。
该公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九成以上土
地被林木覆盖，通过充分保护黄河
沿岸原有的湿地水系、地形地貌、
自然植被以及历史文化遗存，绿色

“锁住”了邙岭风沙源，曾经荒山秃
岭、黄沙漫天的山头，变成绿林覆
盖、植物多样的“生命绿线”。历史
上有名的“惠济八景”之一的“岳山
耸翠”美景再次呈现于世人面前。

黄河决昆仑、触龙门、惊天动
地走风雷，气吞万里，魂统九州，雷
奔大海。流经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更以其“悬、险、荡、阔、浊”之奇，构
成一幅百里山水画卷。从市民珍
藏的一张张与黄河母亲“哺育”雕
塑合影的老照片中，从带着父母重
游母亲河的快乐旅途中，我们看
到，一条泛着金波的“幸福之河”正
百折不挠，奔腾向前。

我们坚信，正是在一次次与黄
河的深情凝视中，在辛勤汗水的尽
情挥洒中，在对这片黄土地的深沉
热爱中，一代代郑州人不断汲取着
自然和精神的双重力量，不畏艰
难，砥砺奋进。

听，奔腾的流水声！那是无数
朵母亲河怀抱中的浪花，正在共同
奏响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
幸福交响曲。

“精神圣火”薪火相传

昔日邙山提灌站，今日风景名胜区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邙山提灌站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