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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自 2015 年开始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在6年多的时间里，

市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形象显著

提升，市民感受到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增强

了参与创建工作的主人翁意识。在

新一轮创建周期中，攀枝花市将继

续按照“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

惠民”的总体要求，突出民生导向，

催生文明之花在这座美丽的花城

里灿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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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攀枝花势在必行，志在必
得”“通过优质的服务、精
细的管理，努力提升城市
形象品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创建为民，创建惠民，
关 键 是 创 建 过 程 要 靠
民”……今年 1 月，中央文
明办确定 2021—2023 年创
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名单，攀枝花市成功
入列。作为全国唯一以花
命名的城市，这座美丽的
花城吹响了向第七届全国
文明城市进军的号角。市
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话语铿
锵有力，表明了发动全体
市民、依靠全体市民、共建
美好家园的决心。

10 月 26 日，在四川省革命
伤残军人休养院内的四川荣军
博物馆里，四川省革命伤残军
人休养院老战士宣讲团的成员
涂伯毅又一次为前来参观的人
们宣讲。虽然类似的主题宣讲
他已经宣讲过无数次，但每一
次，他的宣讲都铿锵有力、声情
并茂。 （A2版）

老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西州
大柴旦积极探索“贯穿一条主
线、抓实两大载体、强化‘三风’
建设、巩固四项行动、深化五大
创建”的“12345”工作思路，深
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着
力为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幸
福新柴旦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
和充沛的精神动力。（B1版）

青海省大柴旦
探索“12345”工作法
为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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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
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
排……”

20世纪 60年代，河南省林
县（今林州市）人民在县委领导
下，历时十年，绝壁穿石，挖渠千
里，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之旗
插在太行山巅。

红旗渠在太行山上蜿蜒流
淌至今，它是滋润百姓的“生命
渠”，是催人奋进的“幸福渠”，更
是永不断流的“精神渠”。

“生命渠”滋润心田

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林州，
山多水少，缺水是千百年来最深、
最痛的记忆。在县志上，“大旱、连
旱、凶旱、亢旱”等字眼频现。

缺水久矣，盼水心切。尽管
人们曾经努力，但缺水历史并没
有终结，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
有人因打翻水桶而自责上吊。31
岁的县委书记杨贵站了出来，多
方考察后，县委决定从山西平顺
县引浊漳河水入林县。

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

策。杨贵不仅面临工程技术上
的考验，还面临政治前途上的
风险。

“我们可以坐着等老天爷的
恩赐，这样我们的乌纱帽肯定保
住了，却战胜不了灾害，遭殃的
是人民群众。”掷地有声的话语，
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

为民修渠，赢得百姓的支持
与拥护。县委征求意见时，林县
百姓说：“国家没钱，我们自带
干粮也要修成，这是祖祖辈辈的
大事。”

“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
草当绒毡。高山为我放岗哨，漳
河流水催我眠！”红旗漫卷太
行，人人斗志昂扬。上无寸物可
攀，下无片地可立，人们腰系缆
绳，飞荡峡谷开山炸石；物资短
缺，农民自带工具干粮，自制炸
药石灰。

宁愿苦干、绝不苦熬。10万
建设大军苦干10年，硬是用双
手“抠”出一道长1500公里、被
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的生命
长渠。吃水问题得以解决，数十
万亩耕地得到灌溉，一泓清水流
进百姓的心田。

“幸福渠”催人奋进

林州人骨子里是不甘落后
的，红旗渠让他们的脊梁挺得
更直。

当年修渠，有一首为小推车
所作的歌：“山里人生性犟，后面
来的要往前面放。”意思是大家一
起推车，歇脚时，走在后面的人一
定要把车放到前面才停下来。

修渠10年，一种逆流而上啃
下硬骨头的劲头，融入了人们的
血脉。

张益智出生第二年，红旗渠
全面建成。那是1969年7月，刚
结束十年奋战的人们豪气干云。
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太行山石
般的坚硬个性。

由于家贫，张益智16岁就外
出打工。他吃苦耐劳，勤学好问，
19岁时成了瓦工班长；21岁，当
上管理工人的工长；26岁，他成
立建筑公司独当一面。2012年，
张益智接手家乡几乎废弃的万
泉湖景区，开始新的奋斗。张益
智的经历是千千万万林州人的
缩影——

上世纪60年代“战太行”，人
们用双手挖出千里生命渠；

上世纪 80年代“出太行”，
10万大军在全国打响建筑金字
招牌；

上世纪90年代“富太行”，带
着赚回的第一桶金，林州人回家
建厂开工，富裕家乡；

新世纪里“美太行”，林州转
变发展思路，走向低碳环保经济。

今天，林州打赢脱贫攻坚
的硬仗，实现全面小康的梦想，
走上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
征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
今，林州百姓已不再为饮水而担
忧，中国人民已不再为温饱而发
愁，但默默流淌在太行山上的

“幸福渠”，将一直见证中华儿女
团结奋斗、追求幸福的努力。

“精神渠”永不断流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很多到过红旗
渠的人说，最难忘的是水中闪闪
发亮的精神。

曾经，修渠人把生命与水渠

融为一体；如今，每个人用自己
的拼搏抒写新的故事。

2013 年，55 岁的王生有面
临一个选择。担任盘龙山村党支
部书记20多年的大哥王自有，
在为村里修路奔波的途中突发
心梗病逝，村里的“天”塌了。王
生有常年在外做生意，因车祸失
去一条手臂。乡亲们想让事业有
成的他回村接任村支书。

回，还是不回？作为党员的
王生有，扛起了全村人的期盼。
经过多方奔走和努力，他带领乡
亲们将坑洼不平的土路变成了
平坦的水泥路，并继续绿化荒
山，种植花椒、核桃、中药材，不
仅使特色产业更红火，也为发展
旅游打下基础。

时光荏苒。从空中俯瞰，盘龙
山村蜿蜒的山路如一条长龙，与
远山间缓缓流淌的红旗渠遥相呼
应。这是跨越半个世纪的沧桑变
化，也是共产党员的初心见证。

一切为民者，民则向往之。
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

红旗渠，既是历史的答案，也是
时代的航标。

（新华社于文静韩朝阳）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红旗渠精神述评

2020年6月2日，攀枝花市一
处斑马线前，一辆机动车停车礼让
行人，两名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从
车前经过，当她们快要通过马路
时，同时转身，带着灿烂的笑容向
司机敬礼致谢。可能是因为笑容太
过美好，司机将行车记录仪拍下的
画面上传至网络，收到无数网友的
点赞。

礼让斑马线，反映的不仅是驾
驶人的素质，折射的更是出行文明
和城市文明。自2017年攀枝花市
开展“机动车礼让行人”活动以来，
在市民的广泛参与中，文明礼让的
画面在城市里随处可见，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添加了一抹亮色。

今年以来，攀枝花市还积极开
展了“好司机”评选、不礼让行为

“曝光台”、“斑马线—最美风景

线”、“礼让红榜”、“攀攀有礼”攀枝
花首届“百日交通零违法”挑战赛
等文明交通专题宣传和主题活动，
示范带动广大市民群众牢记文明
和素养，牢记自己就是攀枝花市的
形象。

今年国庆假期，文明交通劝
导员严挺瑞头戴小红帽、身着红
马甲，在仁和区君满楼十字路口
对横穿马路、闯红绿灯等不文明
行为进行提醒和劝导，积极引导
广大群众遵守交通规则。他告诉
记者：“我是一名大学生，因为了
解到攀枝花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我就利用空闲时间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

“讲述攀枝花三线建设故事的
电视剧《火红年华》播出后，很多人
都要到攀枝花来走一走、看一看。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听到了很多
外地乘客对攀枝花交通秩序的称
赞，我很骄傲，为城市骄傲！我也不
能给攀枝花丢脸。”出租车司机梁
先生自豪地说。

……
在攀枝花市，越来越多的市民

正以自身的文明行为助力整座城市
文明形象的提升，用实际行动传递
着“文明交通、从我做起”的文明力
量。这种力量，在攀枝花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进程中，愈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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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下午，在攀枝花市
大河中路街道，80余名志愿者
们拿起手里的刷子、小铲子、水
桶，认真清理着辖区内小区楼
道、农贸市场周边、宣传栏、电
线杆、水管上的小广告。有些小
广告十分“顽固”地粘贴在墙
上，清理难度较大，志愿者们耐
心十足，用手一点点地将其撕离
墙体。清理干净后的整洁墙面，
让志愿者们露出了微笑：“虽然
后来下了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
大家的热情。城市的文明形象，
我们要用心维护。”

据了解，今年以来，大河中
路街道已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90余次，还增添了6支社区文
明劝导队伍，分两班在辖区内巡
逻，制止市民随地吐痰、遛狗不

牵狗绳、不清理宠物粪便等不文
明行为，为居民营造文明整洁的
宜居环境。

不止是大河中路街道，攀枝
花市到处都有志愿者的身影。一
支支志愿服务队、一名名热心志
愿者投身志愿服务，活跃在交通
路口、公园广场、人行横道、交通
场站、居民小区、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点……这群可爱的人，或站
立、或穿梭、或躬身，组成花城街
头巷尾最抢眼的“一抹红”。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和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主题，攀枝花市志工委、市
直机关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
国资委、团市委等部门积极响应
号召，各级志愿服务队伍共组织
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5000余
次，参与人数超10万人次。

通过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清
除小广告、开展卫生整治、入户
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
以“个人文明一小步，城市文明一
大步”的实际举动，影响和带动了
更多市民一起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添砖加瓦。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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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寒
潮来袭，北方多地降暴
雪，能源保供进一步引
发关注。保障能源特别
是民生用能供应不仅事
关经济平稳运行，更关
系千家万户生产生活。
家里暖气足不足、炕头
暖不暖，衡量的是能源
保供工作质量，影响的
是百姓“温暖指数”。

今年以来，国际市
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
续 偏 紧 。近 段 时 间 以
来，各级相关部门采取
有力措施保证能源供
应特别是民生用能，能
源供需紧张形势有所
缓解，全国煤炭产量和
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加，
电厂和港口存煤加快
提升，为能源安全保供
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奠定良好基础。

不过，尽管从目前
来看能源供需形势总体
稳定，但保供之弦不能
放松。据预测，今年冬季
北方等地区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低，甚至容易出现极端天
气，加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冬季高峰期取暖用电用气需求不
断攀升，加大了调峰保供的难度。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保障民
生。坚持民生优先是衡量能源保供
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尺。对于各地来
说，要充分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等不
确定因素影响的准备，确保民生用
能在资源上得到充分保障，在价格
上能够保持稳定。

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既是一项
民生任务，更是一项幸福工程。各
地应坚持宜煤则煤、宜电则电、宜
气则气，坚守民生用能保供底线，
坚决避免压限居民用能的情况发
生。各地和相关企业要严格执行居
民用气价格政策，保持取暖等民生
用气价格基本稳定，让人民群众用
得上、用得起。

对可能出现资源偏紧的北方
部分地区，要及时调度资源，确保
发电供热用能特别是东北地区冬
季用煤用电用气，兜底保障取暖需
要，确保百姓温暖过冬，切实提升
百姓“温暖指数”。

目前，我国居民用电量占全部
用电量的 15%左右，民生用气占全
部用气的比例不到 50%，我们完全
有底气有能力做好民生用电用气
全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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