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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山开天河 一渠红天下
文明与旅游同行，最美的风景

是文明。暑期旅游高峰来临，为全
面树立郑州文明旅游形象，营造文
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昨日，市旅游
协会面向全市旅游从业者、广大市
民和旅游者发出“文明旅游、诚信守
约，从我做起”倡议。

倡议一：旅游从业者要履职
尽责、率先垂范。

从事组团旅游的旅行社和所有
领队、导游要以身作则，用自身的文
明言行带动游客；规范经营，恪守职
业道德，遵纪守法，信守合同；切实
履行引导游客文明旅游的职责，做
好行前说明培训、行中提醒引导、返
程总结提高，及时劝阻游客不文明
行为，引导游客做文明旅游的传播
者、践行者。

倡议二：构建诚信经营、守法
守约的良好旅游信用环境。

旅游从业者应维护好旅游市场
秩序，诚信守法经营，为消费者提供
更多个性化和多样化旅游服务。广
大市民和旅游者要遵纪守法，遵守
公共场所有关规定，不扰乱秩序，不
信谣、不传谣，不弄虚作假，不恶意
违约。

倡议三：广大市民要克己守礼，
文明出游。

在出游过程中，每位市民都应
遵守法律，恪守公德，讲究礼仪，爱
护环境，尊重旅游目的地文化习俗，
做到文明礼让、文明用语、文明娱乐、文明就餐、文明
购物，以文明言行举止为自己加分，为郑州添彩。

倡议四：合理安排行程，做好个人防护。
游客出游前应了解出发地、目的地最新疫情防

控政策，查询旅游景区开放、门票预约措施。同时
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
天气状况，根据天气预警及时调整行程。自驾出游
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控制车速，注意礼
让。此外，还应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戴口罩、
勤洗手，少聚集、勤通风，养成“一米线”好习惯。
乘坐交通工具、入园游览时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
距，避免扎堆。

倡议五：旅游者要知礼守礼，文明游览。
旅游者要从自身做起，遵守法规，恪守公德，讲

究礼仪，爱护环境，文明游览。注意言谈举止，摒弃
不良习惯；遵守公共秩序，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互
相礼让，不随意插队；要爱护公共设施，保护景区的
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不得乱涂乱画，不攀爬文物古
迹，不乱扔垃圾；要自觉遵守《郑州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以文明的言行举止展示自身良好的文明素养，
积极争做文明旅游的践行者。

倡议六：携手共创文明旅游环境、共树文明
新风。

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树立游客的良好形象，需
要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共同营造文明旅游的良好风
尚。大家应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提
倡使用公勺公筷。社会各界应褒扬先进典型，勇于
对不文明旅游行为说“不”，用公众监督的力量推动
文明旅游风尚的形成。

本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任瑞

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通讯员 李丹枫）
昨日上午，市民族宗教局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专
题报告会，来自全市民族宗教系统、少数民族千人以上
乡镇（街道）、民族聚居村的领导干部和宗教界代表人
士聆听报告。

报告会从建党百年创造的伟大事业必将载入史册、坚
守住初心才让民族宗教工作取得实效赢得民心、在新的赶
考路上忠诚担当接续奋斗三个方面，阐述了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的重要性。

随后，市民族宗教局就如何进一步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持续开展好“同心圆·共发展”活动进行了安
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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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误食有毒花生
警方紧急护送就医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王伟锋）7

月 13日 9时许，航空港公安分局辖区群众王女士夫妇将
绣有“人民的好警察 百姓的贴心人”的锦旗送到三官庙
派出所，对民警及时护送孩子就医、挽救孩子的性命表达
自己的感激之情。

6月 17日 7时许，航空港分局三官庙派出所民警孙
永胜带领辅警张毅飞、王浩正在G107与老 S102交叉口
附近处理警情时，一女子慌慌张张来到孙永胜面前求助
称：其3岁的儿子误食拌有农药的花生，急需到省儿童医
院接受救治，由于所叫车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怕
耽误救治时间，遂请求民警提供帮助。

简要了解情况之后，孙永胜立刻让求助人抱着孩子
坐上警车，并带领张毅飞、王浩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路
向医院飞驰。途中，为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孙永胜与院
方急救车适时沟通联系，约定在平安大道与东风南路交
叉口会合，全程 30余公里的路程，仅仅用时 20分钟，警
车安全到达会合地点，民警及时将孩子交到医护人员手
中后，才放心地返回辖区继续处理警情。事后，孙永胜牵
挂孩子的安危，再次联系求助人王女士询问孩子的情况，
王女士激动地称，因送医及时，孩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感
谢民警的紧急护送。

（上接一版）为了终结林县人民缺水的噩梦，时
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和县委在认真调研后决定，要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1960年 2月 11日，正是元宵节，在中国传统的
习俗中，这是一个阖家欢聚的日子。黎明时分，漫卷
红旗下，人们从 15个公社的山庄村寨出发，顶着寒
风，踏着霜冻，扛着工具，背着行李，用小推车推着炊
具，组成一支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太行山进军。风
卷红旗，雄关漫道，等在修渠大军前面的是什么呢？
没有人考虑这些，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劈开太行
山，引来漳河水。

“那时候物资匮乏、技术落后，修建红旗渠的
任务十分艰巨，但大家铆足了干劲，要让林县人民
喝上水。”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建设者之一、今年
已经 72 岁的张买江回忆起那段岁月仍记忆犹
新。在他的讲述中，那段激荡人心的修渠历史重
现在我们面前。

红旗渠修建伊始，张买江的父亲张运仁就积
极报名参加修渠，当时他担任三个村庄的技术员，
并且还是本大队的施工排长。在一次放炮作业
中，掩护大家躲避的张运仁不幸被一块飞石击中，
当场牺牲。

张运仁的牺牲让仅剩下孤儿寡母的张家雪上加
霜。有一天，张买江的母亲到离家 5公里远的池塘
担水，由于人多拥挤，她被挤落池塘。穿着湿棉衣的
她扛着空桶，一进家就把还是少年的张买江赶上了
修渠的工地。

上渠前，张买江母亲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孩子啊，你爹没把渠修成，你去替他完成吧，渠没修
成就别回家。”

数字尽述凌云志 不朽精神万古传

数据显示，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林
州人民共烧制石灰 14.5 万吨；造炸药
1215 吨，占总量的 44.3%；制水泥 5170
吨，占总量的 77.1%；编抬筐 3万多个；修
配、制作水桶 18900 多副，各种工具 117
万件。

红旗渠总投工 3740.2 万个，总干渠
长达 70.6公里，干渠、支渠和斗渠总长度
1520 多公里，削平了 1250 个山头，打通
了 211个隧道，挖土石方 1818万立方米；
修建小型水库 48座，塘堰 346座，各种建
筑物 12408 座，架设渡槽 157 个，还建起
了扬水站、水电站等设施……最终形成了
一个水利灌溉网络，14个公社的410个村
受益，60万人口、3.7万头大牲畜饮用水有
了保障，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

在这场重新安排了林州山山水水的
战斗中，先后有 81位干部群众献出了宝
贵生命。其中年龄最大的 63岁，年龄最
小的只有17岁。

红旗渠由梦而起、追梦而为、圆梦而
成。它的每一朵浪花都是一个故事，每一

个故事都蕴含着同一种精神——红旗渠
精神。

“现在的孩子从小都生活在蜜罐里，
缺乏吃苦耐劳精神，更缺乏对老一辈革命
精神的理解。”红旗渠景区每天都会接待
近万名的游客，来自山东青岛的徐先生告
诉记者，他的孩子今年 8岁了，这次自己
专程带他来红旗渠了解前辈们的光辉事
迹，接受红旗渠精神的洗礼。

从青海西宁赶来的铁得宁是郑州大
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新生，参观完
红旗渠后，他感慨万分：“我们现在用的
都是先进的大型机械，比如盾构机，那个
年代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只能用锤子、
铁钎等非常原始的工具，这是我们这个
年代的人无法想象的。我非常敬佩这些
水利前辈们，我们会继承他们留下的伟
大的红旗渠精神，争取为中国的水利事
业添砖加瓦。”

在红旗渠干部学院特聘讲师周锐常
看来，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给中国人民
提供了一种精神滋养。

“对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没有任
何一种精神像红旗渠一样，对我们每个人

都有启示意义。”周锐常说，“红旗渠精神
是由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创造的一种精
神，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用朴实的劳动价
值观去改变自己，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精
神，创造了这种奇迹，对整个人类而言都
有极高的启迪意义。”

如今，林州在红旗渠精神的激励下，
“治山山变样、治水水长流、治穷穷变富”，
从荒山野地摇身变为大美林州，谱写出

“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四部
曲，并入选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
（市），一幅新时代的红旗渠画卷正在徐徐
打开。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这“源头”，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敢想敢干，实事求是”，是 30万林州开山
者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也是亿万中华儿女

“难而不惧、富而不惑、奋斗不已、自强不
息”的当代责任担当。

这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艰
苦创业传统中形成、传承下来的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战胜一个个风险挑战，跨越一个个新的

“娄山关”“腊子口”，创造出一项项新的历
史伟业的制胜法宝。

血染渠岸战歌酣 劈开太行引水来

张买江只是林县 30万英雄儿女中的
一员，在那个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年
代，面对粮食紧张、物资短缺、技术设备条
件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一个又一个的林
县儿女站了出来，他们在贫困面前积极进
取，在困难面前不畏艰险，在逆境中百折
不挠，喊出了荡气回肠的豪迈口号：“既然
愚公能移山，我们修渠有何难，立下愚公
移山志，决心劈开太行山。”

红旗渠总干渠修筑在“飞鸟不能驻
足，猿猴难以攀缘”的太行绝壁上，林县儿
女就这样悬挂在半山腰上，挥锤打钎、装
药放炮，炸出一个个小平台，再在这个平
台上作业，开凿渠线，垒砌渠墙。

“当时在放炮过后，常有松动的石头
掉下来砸人，除险队长任羊成率领一班
除险队员，像打秋千一样，在悬崖上荡来
荡去，用钩子把松动的险石除掉，头上是
不断下落的碎石，脚下是万丈深渊，奔腾
的漳河水翻卷着波浪，有一次，一块石头
掉下来砸在任羊成的嘴部，顿时三颗牙
齿横在嘴里，鲜血直流，疼痛难忍。他忍
着剧痛，吐出牙齿，不下火线。由于长期
的空中作业，在他的腰际磨出了很多血
泡，后来血泡磨成了一圈厚厚的老茧。”
田帅指着一张任羊成除险照片，声情并
茂地讲解，让游客们仿佛重返那个激情

燃烧的年代。
修渠工地上，林县儿女提出了“男的

要学孙占元，女的要学刘胡兰”的口号，并
组成了孙占元突击队、刘胡兰突击队、董
存瑞突击队、李改云突击队等一支支男女
突击队……他们如整队冲锋的战士，向一
个又一个山头发起冲锋。

红旗渠纪念馆中那一张张照片上，他
们朴实的面孔上看不到抱怨、抑郁、消沉
和萎靡，更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一
去兮不复还”的悲切，有的只是“力拔山兮
气盖世”的豪迈。

党员干部自觉成为修渠的宣传人员、
工作人员、战斗人员，成为走在前列的带
头人。吃苦在前，危险在前，艰巨任务在
前，是每个党团员的自觉行动。林县县委
领导保持战争时代那股革命精神，带头与
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
党员干部经常背着钢钎镢头，清基出碴，
抡锤打钎，吃大锅饭，啃窝窝头，奋战在工
地第一线。

正是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修渠工地
上先后涌现出舍己救人的共产党员李改
云、把一生奉献给水利事业的林县水利局
技术人员吴祖太、带头实干的五好连长石
文祝、艰苦奋斗的五好施工员路银、除险
英雄任羊成、长期坚持在工地奋战的五好

民工郑文锁等，他们都是无私奉献的先进
典型。

愚公奋起十春秋，引来漳河润田畴。
1969年 7月 6日，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
一渠清凌凌的水从山坡到梯田、从丘陵到
盆地，林县人民千年的梦想实现了。

站在红旗渠分水闸处，过去的荒山野
岭如今已被参天大树装点，56年前总干
渠通水时万人空巷、欢庆渠成的欢呼声似
乎仍回荡在耳边。

“总干渠通水那天，我去挑了俺村的
第一担水，回家后，我母亲提着一小壳篓
水去了我父亲的坟上，她把那水往我父亲
坟上浇了浇，哭着说：‘你没修好的渠咱娃
帮你修好了，我来告诉你，让你也高兴高
兴……’”回忆起当年的通水场景，张买江
眼角湿润。他背后墙上那张放大的红旗
渠主干渠通水，林县人民齐聚分水闸庆祝
的照片上，16岁的他拿着一张劳模奖状，
望着澎湃的渠水喜笑颜开。

如今，他的儿子张学义从他的肩膀上
接过担子，成为一名守渠人。

“我们家从我父亲开始修渠，到我修
成了，如今我老了，我儿子又以守渠人的
身份继续来守护红旗渠、守护红旗渠精
神，它就像一个传家宝一样，我们会一代
一代地守护好它。”张买江说。

之十六

青年洞青年洞（（图片由红旗渠景区提供图片由红旗渠景区提供））

红旗渠分水闸

红旗渠纪念馆内纪念伟大施工者的场景
布置

红旗渠纪念馆内陈放的当年红旗渠施工
时使用的工具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郑报全媒体记者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