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6

日， 解放区新华街道丰源社区干部给辖区困难户徐

合慧（右一）送食用油和棉被。 李良贵 摄

12

月

4

日， 市房管中心焦东房管所工作人员在民馨苑小区

安装健身器材。 王晶晶 摄

12

月

5

日，河南达利制衣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为美国客商

赶制服装订单。 冯小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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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煤人的酸与甜

本报记者 仝伟平

沁阳市常平乡常平村地处晋煤外运的重要通

道， 在当地， 如果谁家能买一辆货车做拉煤的买

卖，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村民张万利过去就是

一个拉煤人，他说：“拉煤的行当其实很难干，其背

后不知隐藏着多少辛酸。 ”

1986

年，从部队转业的张万利借钱买了一辆

拖拉机，干起了去山西晋城拉煤的营生。那时候的

煤很便宜，拉一车煤

60

元，车的核定载重量是

5

吨，但他每次都要超载。煤被运到沁阳、博爱等地，

1

吨可以卖

17

元。 张万利说，他卖一车煤毛利能

赚

100

元左右， 一个月拉

20

多车煤， 毛利能赚

2000

多元。

奔波在路途中，张万利体会到了拉煤的辛苦。

虽然晋城到常平只有

40

多公里的路程，但害怕路

上出状况，无论春夏秋冬，张万利总是

4

点多就起

床，在家吃一顿早饭，带着干粮就出发了。渐渐地，

他习惯了坐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吃干粮， 习惯了

晚上开车，习惯了满身油腻腻、脏兮兮。

“那时候家里穷，不去拉煤更穷，去了有可能

富，你去不去？”张万利心中充满了希望，所以开起

车来也不觉得累。

1988

年，张万利结婚生子，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为了养活一家人，他卖掉拖拉机与别人合伙买

了一辆解放牌中型货车继续拉煤。

张万利说，拉煤辛苦不怕，挣钱少也不要紧，

最让他难受的是被人欺负。有一次，张万利拉煤经

过晋城一个叫下村的地方，遇到了路霸。几个人开

了两辆摩托车，故意从后面撞他们的拉煤车，然后

拿着木棍、铁棍从摩托车上下来，拽出他们就是几

个耳光，张口就要上千元的赔偿。“在路上，遭遇车

匪路霸是常有的事情。 ”张万利说。

无论过程怎样，张万利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当初家底薄，他挣的钱全部补贴家里了，盖房、买

家具、买电器，还给儿子操办了婚事。

和煤打了

10

多年的交道，张万利深知其中的

酸甜苦辣。

2000

年，他卖掉了车，种地的同时做职

业司机或者经营其他生意。

2007

年，子承父业，儿

子也开上了拉煤货车。

在常平村，有许多像张万利一样的拉煤人，他

们通过自己的辛勤付出追求着幸福的生活。

如今，张万利不再是一个拉煤人。

10

月份，常

平村领导班子换届，他当选为常平村党支部委员、

村委会委员。 从任职的那天起， 张万利就暗下决

心，要和其他村两委会班子成员一起，踏踏实实地

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让大家过上平安、幸福的

生活。

常平山上英烈魂

本报记者 仝伟平

太行山上，豫晋边界，常平村

旁，碗子城中，一草一木都见证了

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70

多年前，

这里是杀声震天、 气吞万里的常

平阻击战战场，

3000

名抗日英烈

长眠于此。

70

多年后，初冬时节，

万木萧条， 记者与沁阳市常平乡

常平村村民默立于山坡， 眼前一

片宁静，胸中万千思绪。

在村东北一公里的山坡田埂

边，静静地立着

19

块墓碑。 墓碑

高

20

厘米到

50

厘米不等， 每块

墓碑相距一米左右， 均为不规则

形状的石头，碑上的字已经模糊，

依稀可以认出部队的番号和英烈

的姓名， 可想当年立碑之时刻字

不深，乃匆忙所致。

有几块碑前摆放着花圈 ，村

民说， 有四位烈士后人于几年前

确认， 这是他们前来祭奠时留下

的， 有热心人仍在继续查找其他

英烈的后人。 想着烈士英灵有后

人祭拜，我们甚感宽慰。

站在碗子城， 当年的常平阻

击战战场尽收眼底， 耳旁似乎响

起隆隆的炮声和震天的厮杀声 。

1939

年春夏之交， 日军调集大批

兵力强攻常平， 妄图打开豫晋咽

喉要道，与侵晋日军联结，进而分

割、蚕食、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为

粉碎日寇的阴谋， 我党派沁阳西

万区委书记田时风 （名义为国民

党沁阳七区区长），以朋友身份同

驻守常平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

115

旅旅长黄树勋取得联系，共同

阻击日军于常平。 当时阴雨连绵，

这场阻击战持续了近

50

天，进行

大小战斗

400

多次 ， 击毙日军

2000

多人。

3000

名抗日将士用身

躯阻挡着日军侵华的罪恶行径 。

据黄树勋之子黄建国在 《我所了

解的常平阻击战》一文中说，常平

阻击战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反

扫荡赢得了时间。

这是一段悲壮的历史， 我们

听了之后心情沉重， 久久难以平

静。 古羊肠坂道还残留有防御工

事，山梁道道，山风呼啸 ，三千英

灵今何在？

村民们说，据老人们回忆，在

这附近的山坡上， 曾有成片成群

的墓碑。 而今，由于年久日深，早

已埋藏在茂盛的树木中， 难寻踪

迹。可叹，

3000

名英烈多为无名将

士，默默地与山同体，只留下那

19

座墓碑。

村民张大路说， 他最大的心

愿就是为

3000

名抗日英烈建一

座纪念馆， 让这里成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

抗日忠魂长眠太行山， 对他

们而言， 今天的世界是他们曾经

的期盼，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新

班

子

的

三

项

承

诺

本报记者 赵玉玲

上个月， 沁阳市常平乡常平村经过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村领导班子。新一届村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向村民

郑重承诺，要在任职内为村民办好三件实事：硬化背街

小巷、在背街小巷安装照明设施和修建

2

处健身场地、

改造饮水管道。

常平村地处山区，背街小巷特别多。

2008

年，常平

村对长

1600

米的主街道和

4

条次街道进行了硬化，但

还有

20

多条背街小巷路面坑坑洼洼，村民出行十分不

便。于是，村新领导班子作出的第一个承诺就是硬化背

街小巷。

11

月

26

日，记者看到，该村投入资金

40

万

元，硬化背街小巷

6000

平方米。

路面正在硬化，另外两件事情也不能等，村领导班

子开始了健身场的选址工作。 据村干部介绍，

2009

年，

国家投资

20

万元、 村里筹资

40

万元建了一个占地

4

亩多的文体中心，设有篮球场、乒乓球场，还安装有健

身器材。但是，常平村有

2800

多口人，文体中心位于村

的最南端，村北的群众要想去文体中心锻炼身体，得走

好几里路，根本满足不了全村人的健身需求，新班子决

定再建

2

处小型健身场。

目前，

2

处小型健身场的选址已经确定，一处选在常杨（常平村

至杨河村）路上，另一处选在村里的蓄水池旁，都在村中央。健身场建

好后，该村还将在背街小巷安装照明设施。

常平村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吃水难也是村民面临的一个现实问

题。

1996

年，为了解决群众饮水问题，常平村投资七八十万元，打了一

口

500

米的深水井。十几年过去了，村里的饮水管道大多已经老化，水

泵电机急需维修。 由于担心天气寒冷，使本来就问题百出的水管被冻

坏，村新领导班子承诺，尽快改造饮水管道，让村民安全、放心饮水。

村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他们会信守承诺，为群众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小巷告别“委屈”

本报记者 吴 凡

狭窄坑洼的路面、斑驳的墙面，一个“背”字，一个“小”字，说尽了

背街小巷的“委屈”。

沁阳市常平乡常平村有

600

多户居民， 却有

500

户长年生活在

背街小巷，心里有着道不尽的委屈。 今年

47

岁的张小生住在村巷路

西第六排的最里头，这么多年，家里做饭用的煤球都是靠肩扛手提弄

到家的。 到了农忙时节，更是累坏了他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因为小巷

连个三轮车都过不去，收获的农作物只能一点点用担子挑回家。自己

吃苦受累还是其次，最令他心疼的是小儿子在雨雪天上学放学，坑洼

的路面泥泞不堪，

7

岁的孩子为了上学不迟到，早早出门，尽管已经

非常小心，可还是难免会摔倒在泥坑中。

今年

10

月，常平村两委会换届后，新一届领导班子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改造村里的背街小巷。

11

月

26

日，记者在常平村看到，改造好的小巷不仅扩宽了，也

平整硬化了，其他的背街小巷正在施工，有的已经开始铺水泥。

常平村十一组村民张玉庆期盼着自家门前的小巷早点改造。 自

从知道村里要改造背街小巷，他的心情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是一

名残疾人， 平时靠假肢走路， 门前高低不平的路面经常令他望而却

步。 当村干部动员村民拆除门前的厕所、以备扩宽路面时，他第一个

站出来响应。

如今，村里

1.2

万平方米的背街小巷已经改造了一半。

村民们一想到小巷改造好后，粮食能顺利地拉回家，孩子能自由

自在地玩儿，再想到经过绿化变得越来越美的村容村貌，心里就乐开

了花……

文化广场“舞”山村

本报记者 李冬露

“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11

月

26

日，夜幕刚刚降临，在沁阳

市常平乡常平村的文化中心广场

上，一群中年妇女排成四排，跟着节

拍跳了起来， 一旁围观的男士们看

得十分投入。 “穿红衣服的是我老

婆，她们现在跳的是‘兔子舞’。 ”旁

边一位姓张的大哥向记者介绍。

此时，在文化中心广场东头，妇

女们跳着欢快的舞蹈； 在中间的灯

光球场上，小伙子们你争我抢，篮球

在空中翻着花儿； 在西面的健身器

材上，一些老人、小孩儿边看球赛边

健身……这里， 俨然成为村里最热

闹的地方。

常平村位于豫晋交界处， 是一

个革命老区，全村

600

多户

2800

名

村民。 由于地处山区，多年来，该村

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少有其他

娱乐活动。 这个村早就有改变村面

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愿望，但无

奈自身经济条件落后， 虽有美好的

想法，却无力实施。

从

2007

年开始， 焦作市委、市

政府连续两年把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列入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 提出

力争用

3～5

年时间， 实现全市行政

村村村有健身工程的宏伟目标。 凭

借这一大好机遇， 常平村两委会干

部一方面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另

一方面想方设法筹集资金， 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0

年建成了高标准的

灯光球场和文化中心广场。如今，村

民们不出村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在

广场健身、跳舞、下象棋、打篮球。

“村民们有了休闲场所，不仅锻

炼了身体，而且增进了了解，吵架、

参赌的少了，村风民风明显改善。 ”

新当选的常平村两委会委员杨先锋

告诉记者，“下一步， 我们计划用两

年时间， 在各个村口安装上体育健

身器材， 让村民一出家门就能锻炼

身体。 ”

看着一幅幅和谐的新农村画

卷，听着村民描绘幸福的新生活，记

者有理由相信， 常平村村民的明天

将会更美好。

焦作日报社面向社会

有奖征集社歌启事

2012

年，《焦作日报》将迎来

创刊

55

周年。为进一步弘扬焦作

日报人的优良传统和办报理念，

激发报社员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

神，进一步做大做强焦作报业，在

喜迎《焦作日报》创刊

55

周年之

际， 我们在今年面向社会有奖征

集社徽的基础上， 再次面向全社

会发出最诚挚的邀请———请您为

焦作日报社创作社歌。

2012

年，

焦作日报社正式迁入新报业大厦

办公，新环境、新秩序、新形象、新

业绩，意味着焦作日报社走过

55

年辉煌岁月， 将在新的起点上谋

求更大的发展。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应征作品要求

焦作日报社社歌作品， 要力

求反映焦作日报社在党的领导下

走过的光辉历程， 在新闻宣传中

的骄人业绩和报业发展取得的丰

硕成果， 体现焦作日报人在新闻

宣传和新闻改革中展现的崭新风

貌，体现“新闻立报、特色兴报、精

品强报”的办报理念和“新环境、

新秩序 、新形象 、新业绩 ”的 “四

新”精神。

应征作品可以是完整的歌

谱，也可词、曲单独创作。 歌谱是

指乐谱与歌词的组合， 乐谱应提

供配器的简谱或者五线谱， 歌词

应填写在相应音符的下方， 语言

类别仅限中文。 提供应征作品的

音响试听资料

(

可以选择

CD

、

CD -R

、

MD

、

DAT

、

MP3

等 形

式

)

，每首作品长度在

3

分钟至

5

分钟之间。 提交应征歌曲的创作

理念———要阐述作品的创作思

路、作品名称及歌词含义等。歌曲

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并易于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别、不同年

龄段的员工接受和传唱。

二、应征作者对象

此次活动面向全国征集作

品。 凡热爱、 支持和关心传媒事

业，关心焦作日报社的发展，从事

或爱好歌词创作的法人、 其他组

织或者自然人均可参加此次有奖

征集活动。

三、作品征集和评选

即日起开始征集作品 ，

2012

年

2

月

18

日截稿。每位作者最多

投稿

3

件作品

(

不收纸质作品

)

，

电子信箱 ：

jzrbs@126.com

， 电子

邮件文件名应为 “社歌征集 （作

者：某某某）”字样。不受理稿件修

改及更正， 请认真核对定稿后发

出。 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

对应征作品的评选， 经过初

选、专家评选、网民投票等环节进

行评审，最终评出入选作品，入选

焦作日报社社歌词、曲各

1

人，奖

金

(

人民币

)

各

5000

元，颁发证书

各

1

份。 作品最终使用权由焦作

日报社决定， 并在 《焦作日报》、

《焦作晚报》、焦作网上公布。

四、作品权属及说明

应征者向焦作日报社提交社

歌作品， 视为应征者接受焦作日

报社的委托创作应征作品， 其著

作权为焦作日报社独家所有。 焦

作日报社对应征作品享有 《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规定的一

切著作权

(

署名权除外

)

，并拥有

自主修改和使用的权利。

来稿中注明 “本作品确系本

人创作”字样，并签名。 如在此问

题上出现纠纷， 本社将不负任何

责任。

焦作日报社拥有本次征集活

动的最终解释权。

焦作日报社地址： 河南省焦

作市人民路

890

号焦作报业大

厦 ； 邮编 ：

454001

； 咨询电话 ：

(0391)8797368

；

QQ

：

800085370

；

联系人：顾先生。

焦作日报社

11

月

26

日，本报综合新闻编辑部编辑来到沁阳市常平乡常平村北的省文物保护单位碗子城（孟良寨

遗址），听沁阳市作协主席、老促会副秘书长，被誉为当代“谷子地” 的李建国（右一），讲述常平阻击战的经

过。 本报记者 李边疆 摄

今年年初以来，河南煤化焦煤集团冯营电力公司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

安全理念，把安全当做职工的最大福利，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不断强化安

全培训，为企业安全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月

5

日，该公司领导在生产车间对职工

安全培训工作进行督导。

夏彬彬 摄

修武县审计局

完善审计回访制度

本报讯 （通讯员刘艳萍） 今

年年初以来，修武县审计局从完善

审计回访工作制度、改进审计方法

入手，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一是走出去，进行督察回访。

该局在每年的审计中， 要求分管

局长带队， 深入被审计单位， 通

过 “进点会”， 邀请被审计单位

中层干部参加， 虚心听取意见。

二是请进门， 进行面对面交流。

该局结合审计结果报告所反映的

问题， 通过向被审计单位通报比

对情况，面对面地进行沟通、协调

解决。 三是坐下来，梳理分类，实

打实地整改。 该局通过审理工作

会、监审组长碰头会、专题会等形

式， 要求对所提的问题制定整改

措施， 强化审计监督作用。

（上接一版

①

）年销售收入增长到

3120

万元、 利润增长

到

320

万元， 种植面积增加到

1720

亩， 并辐射带动了

2

个县

3

个乡镇

28

个行政村水稻种植， 面积有

3

万余亩。

依靠市场搞营销。 营销是合作社的生命， 联系不到

业务， 将危及合作社的生存与发展。 为解决产品销路问

题， 孟香果蔬专业合作社于

2007

年注册了孟香牌商标，

并投资建设了蔬菜批发市场， 在陕西、 湖北、 河北等地

建立稳固的销售渠道， 蔬菜收获后由合作社统一分捡、

统一包装、 统一销售， 种植户只管种植蔬菜， 享受合作

社全方位的服务； 金城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创新服务模

式， 积极开展土地托管服务， 农户只需缴纳

10

元手续

费办理托管卡， 合作社便承担耕、 种、 收、 防全部农

活， 农户还能享受农机作业费

20%

的优惠， 合作社既扩

大了连片作业范围， 又减少了机车空驶里程， 降低了耕

作费用。

依靠质量创品牌。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必须注重产品质量， 只有确保产品

质量过关， 才能在市场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合作社

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孟香果蔬专业合作社坚持以

发展黄瓜、 苦瓜、 丝瓜为主导产品， 狠抓产品质量， 严

把产品上市关， 按市场需求作好精品包装、 净菜包装，

提高蔬菜自身价值， 以优质产品、 优质服务、 优质信誉

打开了市场； 禾丰绿色稻米产销专业合作社以 “吆喝的

不只是品牌， 更是从田头到口头的一系列保障措施” 为

承诺， 经过

5

年奋斗， 合作社菡香牌商标

2010

年被命

名为河南省著名商标； 富源养殖专业合作社在生猪饲养

中严格把关， 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合作社自成立以来

没有发生过一起食品安全事故， 有效提升了合作社的市

场竞争力和品牌形象。

（上接一版

②

）据龙源

镇党委书记张杰介绍，这

些年来， 武陟县城镇化步

伐不断加快， 城区新规划

的建成区面积达到

20

平

方公里， 而其中

90%

在龙

源镇辖区，全镇

23

个行政

村有

11

个被列为城中村。

目前， 全镇新建的小区有

26

个，住着

3

万多名非农

人口和外来人口。 对他们

的管理和服务， 如果还延

续老一套的乡镇化管理模

式， 双方都难以适应。 为

此， 龙源镇决定走非农人

口和外来人口城市化社区

管理的新路子，打算在

26

个小区设立三个社区居委

会。

张文霞原来住在孙庄

村， 现在搬进龙源国际小

区，居住地变了，身份也变

了，再去村里办事、开证明

就比较麻烦。“现在好了，家

门口有了社区，还能提供一

站式服务，像开个困难户学

杂费减免证明、低保证明啥

的，就不用再犯难，我们又

有‘家’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