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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8

月

21

日电 （记者

叶健） “年纪轻、起点低、成绩大”，许

多人用这句话形容轧钢领域的杰出人

才牛国栋。要问及他成功的秘诀，牛国

栋只有一句话：“干工作要有股子百折

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牛劲’！ ”

牛国栋是太钢不锈冷轧厂第一轧

制作业区的一名大班长 ，

37

岁的他

“成绩很大”：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 太钢十大杰出青年、 太钢特级劳

模、太原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太原

市特级劳模、山西省特级劳模，他所带

班组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他的起点并不高， 毕业于太原冶

金工业学校轧钢专业。 作为一名中专

生， 在高学历人才济济的太钢集团显

得十分普通。工作之初，因为许多事情

“拿不起来”，常常招致批评。

困难和挫折面前， 牛国栋并没有

气馁，反而凭着一股子“牛劲”开始奋

发图强。“当时一方面是由于一个朴素

的想法，为什么别人能行我不行？另一

方面是我觉得做事就要做到最好，这

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职责， 才是一名

合格的共产党员。 ”

他开始报名参加技术比武。 开始

几年，总是眼睁睁看着人家拿状元、得

名次，自己却名落孙山。他也一度想放

弃， 然而终究不信那个邪：“为什么要

算了？都是轧钢工嘛！”最终，屡败屡战

的牛国栋终于在

2006

年太钢第二十

七届技术比武中摘得轧钢状元桂冠，

翌年又蝉联。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有些人

做事觉得做了就可以了， 有些人做得

差不多就觉得可以了。 我无论大事小

事都要干出一二三四，要做得最好！ ”回忆起那段艰苦

奋斗、艰难赶超的时期，牛国栋说，为了提高轧钢技术，

他长年累月反反复复进行轧钢试验，边试验、边记录、

边比较，轧钢技术终于不断提升。

在技术比武中证明自己后，牛国栋继续勤奋学习、

创先争优。他不仅总结出各种学习方法，而且针对生产

现场、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各种质量、操作、设备问

题，开展一月一课题、一月一攻关、一月一总结的活动，

并且针对性地编写了本班组的 “质量工作指导方法”，

制定了控制方法。

牛国栋每天

7

时上班，直到

21

时才离开单位。 组

员想不到的他得想到， 组员做不到的他得做到。 几年

来，牛国栋用“摸石头过河”的工作思路和轧制方法，对

特种钢和高附加值钢的轧制工艺进行创新， 全面优化

工艺； 他对质量和工作现状永不满足， 不断地进行创

新，提升质量指标。

2011

年他发表论文《冷轧中关于悠

卷的新解与思考》，对“悠卷”进行了探索性的定义，按

他的建议，断带次数由原来

1.5%

下降到

0

，每年可减少

辊耗及带钢切损损失

70

余万元。

近年来，牛国栋开始带徒弟。 目前，他带着

4

个本

科生、

2

个研究生。 他经常跟徒弟们说，干工作首先敢

干，要不怕困难。 其次要能干，要多想办法。 第三要巧

干，不断创新。 第四要最终干好。

多年的工作中，牛国栋始终把“立足岗位、争做最

好”当做自己的人生信条。 今年年初，牛国栋承担了太

钢冷轧厂新上马的世界最先进的

12

号轧机的设备调

试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一切从头开始。按照规律，根

据调试计划从单体试车到正式投产大约需要

3

个月。

而通过艰苦的摸索研究， 牛国栋团队仅仅用了不到一

个月就实现了一次过钢成功，通过

15

天的试生产正式

投产，创造了单机架轧机调试时间最短、投产最早、生

产产品质量起点最高的纪录。

采访中，牛国栋总是谦逊地笑。他说：“我只是在自

己的岗位上做着分内的事情，一步一个脚印，把眼下的

工作做好，忠实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回报社会。”

关于组织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知识网络大赛的公告

为全面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增强人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提

高自防自救能力， 公安部消防局决定自

201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25

日，联合国内知名网站组织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知识网络大

赛。大赛题库共

100

道题，含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大赛前，题

库及答案将在中国网答题网页公布。参赛人员登录答题网页后，

系统将随机从题库中抽出

10

道题目组成答卷。 每个

IP

地址每

天全部答对次数不超过

3

次。 大赛页面网址：

http://119.china.

com.cn/2012xfds/index.htm

。

每周二， 公安部消防局和承办单位从上周全部答对的网民

中随机抽出答题奖

200

名，

4

周共

800

名，每名获奖者将获得消

防车模

1

套。 请全市人民广泛参与。

焦作市公安消防支队

2012

年

8

月

21

日

备注：（

1

）以上出让宗地建筑规划要求按照温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温建函〔

2012

〕

07

号规定执行。 （

2

）以上出让宗地年

限为

70

年。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拍卖出让

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至

2012

年

9

月

11

日到

温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 申请人可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至

2012

年

9

月

11

日

到温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 缴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1

日

16

时。

经审核， 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中心将在

2012

年

9

月

11

日

18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各宗地拍卖时间分别为：

1.2012-10

号宗地：

2012

年

9

月

12

日

8

时

30

分。

2.2012-11

号宗地：

2012

年

9

月

12

日

10

时

30

分。

3.2012-12

号宗地：

2012

年

9

月

12

日

15

时

30

分。

4.2012-15

号宗地：

2012

年

9

月

12

日

17

时

30

分。

七、各宗地拍卖地点：温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第一开

标厅。

八、如拍卖公告的内容与拍卖出让文件的内容不一致，以

拍卖出让文件为准。本次拍卖出让情况如有变动，以温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的书面通知或在温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

布的变更公告为准。

九、 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温县国土资源局 温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 系 人：陈先生 侯女士

联系电话：（

0391

）

6135069

开户单位：温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专户

开 户 行：温县中行营业部

账 号：

25727663178

温县国土资源局

温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2

年

8

月

16

日

经温县人民政府批准，温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

4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温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温县 2012-10、11、12、15 号国有

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受人民法院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

16

时在河南省产权交

易中心（郑州市铭功路

83

号豫港大厦

27

楼）公开拍卖焦作市金玉龙实业有

限公司酒精生产设备一批。

有意竞买者， 请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

17

时前向人民法院指定账户缴纳

保证金

30

万元（户名：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开户行：建设银行郑州金水支行

营业部，账号：

41001504010050209521-0007

，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

若不成

交全额无息退还），并持有效证件到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办理竞买手续。

报名、展示时间：

8

月

28

日、

29

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公司电话：（

0391

）

2625111 13083838985

产权中心报名咨询电话：（

0371

）

66285717 66285718

工商监督电话：（

0371

）

68852699

（

0391

）

2622376

法院监督电话：（

0391

）

3386064

� � � � � � � � � � � � � � �

河南省永盛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济源市吉安置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现招

聘岗位如下：

总工 1

名 年薪

8~10

万元，中高级职称，工作经验丰富

办公室主任 1

名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总经理助理 1

名 本科学历，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财务人员 2

名 会计、出纳各

1

名，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技术负责人员 1

名 钢结构设计师，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人：郭小姐

联系电话：

15690626262

2012

年

8

月

16

日

招 聘招 聘

公 告

焦作市解放区馨捷假日宾馆：

本委已受理靳新文诉你单位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争议

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解劳仲案字

（

2012

）第十七号仲裁裁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焦作市解放区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未申请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地址：焦作市解

放区政府七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科。

特此公告

焦作市解放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

官方微博：

weibo.com/jzrb■

新闻热线：

8797000■

编辑：李 非

│

校对：张海洋

│

组版：牛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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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三

JIAOZUO��DAILY

时事·综合

（上接一版

①

）学习，讨论，调研，

借他山之石结合焦作实际， 焦作上下

形成共识：高标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这是统筹焦作城乡发展的切入点、新

型城镇化引领的战略基点。

焦作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政委、

市长任指挥长、 市委副书记任常务副

指挥长、 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指挥部。 市四大班子

主要领导和市直单位一把手都建立了

自己的帮扶联系点。

焦作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

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

《关于制定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配套政

策的通知》和《焦作市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文件，出

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

全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推进会

上， 确定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

任务：

3

年建

50

个、

8

年建

100

个新型

农村社区；明确了“分类指导、科学规

划、群众自愿、就业为本、量力而行、尽

力而为”

24

字方针；指明了向城市、产

业集聚区、有条件的中心镇集中，城中

村、城郊村、城市新区、产业集聚区、有

条件的中心村和不适宜居住村庄优先

的发展路径。

高端定位着眼长远

焦作人多地少，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人民富裕，是中原经济区最具活力

的重要板块， 具备了高端发展新型农

村社区的条件和实力。

“新型农村社区新在以人为本，新

在统筹协调，新在重视基础，新在产城

互动，新在土地集约节约。 ”焦作市委

副书记、 市长孙立坤说，“焦作要把新

型农村社区作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战

略基点来打造， 科学统筹， 高起点规

划，高端发展。 ”

焦作市把新型农村社区作为新型

城镇化体系的重要一环， 结合土地利

用总体目标、 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和产

业发展规划， 积极引导人口和资源向

1

个中心城市、

4

个城市组团 、

8

个功

能区、

20

个节点镇聚集的同时， 规划

新型农村社区

102

个 ， 可整合村庄

298

个，入住人口

63.18

万人，计划总

投资

336.05

亿元。

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 遵循

科学性 、前瞻性 、实用性 、宜居性原

则，按照城市社区建设理念，实行“六

通六有两处理”：即通路、自来水、电、

天然气 、有线电视和宽带 ，有综合服

务中心、标准化卫生室、连锁超市、文

化活动室、 公共活动场所和幼儿园，

垃圾集中处理、污水集中处理。 新型

农村社区全部实施亮化 、绿化 、美化

工程。

修武县城乡统筹，规划建设“一城

三镇三社区”：包括县城，周庄新市镇、

七贤旅游小城镇、 当阳裕旅游小城镇

以及葛庄新型社区、 五里源新型社区

和周流新型社区。 周庄新市镇规划面

积

3．9

平方公里，总投资

100

亿元，可

集中安置农民

2.15

万人，吸纳周边产

业人群、其他乡镇农民及城镇人口，远

期常住人口可达

10

万人，将成为焦作

的卫星城。

节约集约土地效显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 焦作市

最大限度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按照

“整合村庄不少于

3

个，集聚人口不少

于

5000

人，节约土地不少于

300

亩，新

建住宅

6

层以上， 建设

1

个综合服务

区，建立

1

套社区管理体系”的标准推

进，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效果显现。 目

前，全市已腾出土地

6430．7

亩。 我省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的“

353611

”标准，即

来自焦作实践。 经测算，焦作已规划的

社区全部建成后， 可节约土地

8．83

万

亩， 将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腾出新空

间。

孟州市根据全市村庄分布状况，

结合自然风貌、产业布局、历史文化等

实际，规划了长店中心社区、祥和新村

等

6

个新型农村社区， 总投资

40

亿

元，建成后可居住

3．8

万人，节约土地

5160

亩。

武陟县西滑封新型社区依托村里

良好的产业基础，合并东滑封、王顺两

个村，占地

500

亩 ，计划建设

15

栋

7

层和

5

栋

12

层住宅楼，建成后可容纳

1.5

万人，节约土地

1686

亩。

统筹协调资金不难

焦作市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

创新方式方法，采取向上争取、财政引

导、 社会参与、 群众自筹、 市场运作

等多元方法， 较好地破解了建设资金

难题。

全市获得省级新农村示范村专项

引导资金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专项资

金

7180

万元。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专

项资金

3000

万元；每个县市预算安排

专项资金不少于

1000

万元；每个城区

不少于

500

万元。去年，全市共整合部

门项目资金

1．2

亿元， 吸纳社会各类

资金

21

亿元，集中投向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

温县设立专项资金， 建立联村帮

建工作机制，破解“钱从哪里来”的难

题。岳村新型社区占地

396

亩，规划整

合

4

个行政村， 容纳村民

3916

户

1.3

万人。 岳村党支部书记张俊良说：“如

此大规模的社区建设， 资金问题如何

解决？ 县、乡拿一点，县直企事业单位

结对帮一点，村里自筹一点，群众拿一

点，这道难题就解决了。 ”

沁阳市利用“指标漂移”、“占补平

衡” 政策， 将乡村集约腾出的土地指

标，置换到城市周边，利用中心城区的

辐射带动作用 ，提高级差效益 ，将获

得的土地纯收益用于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 对于具有区位和交通优势、土

地具有较大开发价值的地方，运用市

场机制 ，采取土地指标换资金 、收回

旧宅基地变现、开发商留取一定商业

门面房和出售一定商品房等措施，筹

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 该市组建

瑞源公司、丰庆村镇地产等投融资平

台，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进行融

资、投资。 瑞源公司承担了和谐家园、

水岸花园两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

目， 总投资

7.4

亿元， 总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整合周边

11

个村庄，可吸

纳

1.13

万人入住 ， 节约土地

3305.4

亩。

生活就业样样周全

农民搬进新社区后，去哪里干活，

到哪里挣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产业支撑、多元就业、保障农民利益、

让群众满意， 是焦作在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沁阳市实行产业支撑、多元就业、

多渠道增收等方略， 实现了住在新社

区、就业家门口，长远生计有保障。 为

确保每个社区形成一个产业支撑体

系，确保每户有一人就业，该市加快了

新能源、光电信息、现代化工、有色金

属、装备制造等十大产业体系发展，强

力打造百亿产业集群和千亿产业集聚

区， 大力开发生产性服务业和社区服

务工作岗位，吸引

15

万农民家门口就

业。

武陟县北郭乡是一个典型的农业

大乡，蔬菜、“四大怀药”和小杂果种植

形成高效农业产业。可整合

5

个村、安

置

4851

人的余会社区，依托西余会村

的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 大力种植黄

瓜、苦瓜等蔬菜，并带动周边农村发展

日光温室

110

座 ， 蔬菜种植近

1000

亩。

温县马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合并

3

个行政村，可节约土地

700

余亩。 该

村党支部书记马栓牢说：“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不仅要引导农民‘上楼’，最重

要的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这样才能

让农民住得起、留得住，真正过上城里

人的生活。 ”他们把土地流转、产业集

聚发展， 作为破解多元就业难的重点

来抓， 村里以土地参股企业得到的收

益用于村公益事业， 村民通过土地流

转每亩每年可得到近

800

元的稳定收

益，还可以到村里的

20

多家企业上班

挣工资，农民不仅成了产业工人，也变

成了股民。

十八大代表

风采录

（上接一版

譺訛

）重在为民”的实

践要领，为我们应对多重困境、

正确认识发展难题、 抉择发展

途径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坚持

“四个重在”， 核心是 “重在持

续”，持续是提升的持续、统筹

的持续、为民的持续。

“重在持续”，就是要持续

已有的正确有效的发展思路、举

措和政策， 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把更多的着力点、注意力用到做

上，说到做到、说好做好，务求做

得更深入一些、更扎实一些。

（五）发展战略，在探索中

持续。

改革开放

30

多年，历届河

南省委、 省政府为了亿万人民

的福祉，立足时代要求，着眼具

体省情， 在发展上进行了持续

的、不懈的、卓有成效的探索：

农业大省如何在全国大发

展的格局下加快工业发展步

伐，河南提出“围绕‘农’字上工

业，上了工业促农业”；

经济大省如何协调两大产

业发展的关系， 河南提出 “工

业、农业两篇文章一起做”；

如何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程

度，河南提出“用发展工业的理

念发展农业”；

如何找到实现全面小康的

基本途径， 河南提出以工业化

为主导加快推进“三化”进程；

……

每一个发展战略的探索 ，

出发点都是破解河南加快发展

的现实难题； 每一次发展创新

的背后，针对的都是农业大省、

人口大省、 经济欠发达省份的

现实困惑； 每一项重大成就的

取得，无不是对“三农”问题、经

济不发达问题、 城乡二元矛盾

突出问题的新突破、新进展、新

跨越。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在持

续、延伸、拓展、深化中原崛起

战略基础上， 省委适时提出建

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构想 ，并

在短时间内推动上升为国家战

略，更是蕴含着持续的特质。

（六）发展实践，在提升中

持续。

以持续为理念， 河南不断

深化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 ，着

力发挥新型农村社区的战略基

点作用，有了今天中原农民“家

门口的城镇化”；

以持续为理念， 河南稳步

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 强力铸

就经济发展的 “钢筋铁骨”，有

了今天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工

业大省的精彩蝶变；

以持续为理念， 河南始终

把农业和粮食放在重中之重的

位置，作出“两不牺牲”的庄严

承诺， 有了今天我们为之欣慰

的夏粮生产“十连增”。

从“天下粮仓”到“国人厨

房”，从文化大省到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从“十八罗汉闹

中原” 到

180

个产业集聚区兴

中原……河南展现给全国人民

的“亮点”，无一不彰显出持续

的魅力。

（七）发展成效，在转变中

持续。

坚持以“四个重在”为实践

要领，河南发展趋势、态势和气

势越来越好， 战略定位越来越

清晰、发展战略越来越清晰、发

展路子越来越清晰、 转变方式

越来越清晰、 务实发展越来越

清晰。

持续以往好的思路、 好的

经验、好的做法，用领导方式转

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以建设

中原经济区为新起点， 河南选

择走“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

学发展之路，成效初显：

近

40

个国家部委与我省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中原经济

区建设助力更多；

47

个重大项目上半年内

顺利通过国家审批落户河南 ，

中原经济区建设潜力更大；

2300

多个新型农村社区

相继开工， 中原经济区建设活

力更足；

……

持续引领发展， 发展气势

磅礴。

（八）持续，是河南发展的

鲜明底色。

今日之河南，“持续” 已成

为各大媒体出现最为频繁的关

键热词之一。 从“重在持续”到

“持续求进”，从“持续探索”到

“持续‘三势’”，从“难在持续”

到“为在持续”……反映出河南

对发展之路的清醒认识和对

“持续”理念的深刻理解。

持续的精神， 扎根于中原

大地，发轫于“子子孙孙挖山不

止”的愚公精神，发扬于“誓把山

河重安排”的红旗渠精神，升华

于 “为群众鞠躬尽瘁， 死而后

已”的焦裕禄精神，贯穿于新

时期河南人的“三平”精神。

持续，更是建设中原经济

区的应有之义。 做到“两不牺

牲”，持续是应尽之责；发挥新

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持续是

应走之路；坚持新兴工业化的

主导地位， 持续是应势之举；

进一步强化新型农业现代化

的基础地位， 持续是应务之

本。

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宏

伟长卷上，持续，是最基本的

色调。

（九）持续，是河南发展的

深刻内涵。

发展实践气势如虹， 正在

持续；发展成果振奋人心，好在

持续；发展之路深入推进，难在

持续；协调发展求实求效，为在

持续。

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

方式转变，全省上下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在为持

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十）持续，是党性人品的

最好检验。

持续显品格。 工作中思路

太多是不成熟的表现， 思路多

变是急功近利的表现， 朝令夕

改让基层无所适从，“一朝天子

一朝臣”无法开创新的局面。一

个领导干部，价值观、政绩观是

否端正，要在持续中看。

持续出境界。 工作中应始

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应始终保持

勇于担当、敢于牺牲、自觉奉献

的高尚境界。一个领导干部，地

位观、利益观是否端正，要在持

续中看。

持续见精神。 “世界上怕就

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

认真”。 认准的工作目标，就要

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

始终保持坚定不移、坚持不懈、

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 一个领

导干部，人生观、事业观是否端

正，要在持续中看。

持续看作为。 建设中原经

济区就是一场接力赛， 每个人

都是接棒手， 只有齐心协力接

下去，锲而不舍跑下去，脚踏实

地做下去，才能成功。一个领导

干部， 发展观、 实践观是否端

正，要在持续中看。

持续中看，高下立判！

（十一）为在持续，科学思

路不动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走好“两不三新”“三化”协

调科学发展之路， 绝非一朝一

夕之事，也非一城一池之功，必

须认准目标不停顿， 千难万险

不回头。

“大呼隆”、“一阵风”，似乎

是工作方法问题， 实则是认识

不清晰、意志不坚定、态度不端

正。历史上，河南乃至全国都深

受其害。

坚持既定的科学思路 ，需

要广大干部头脑清醒去理解 ，

认认真真去落实， 持之以恒做

下去， 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工

作的连续性， 既不能 “一哄而

上”，也不能“一哄而下”。

（十二）为在持续，遵循规

律不折腾。

世间万物，循律而动。

走好“两不三新”“三化”协

调科学发展之路， 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这个路子怎么走，

步子迈多大，速度该多快，都要

遵循客观规律。

“拍脑袋”、“瞎指挥”，似乎

是工作作风问题， 实则是不实

事求是，凭主观看问题、靠经验

作决策、想当然办事情，主观主

义作怪。现实中，我们曾因此吃

过苦头、栽过跟头。

遵循规律， 就要立足长远

看眼前、立足全局看局部、立足

目标看过程，把握大势、顺应趋

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不

要越位错位胡乱作为， 又不能

失位缺位无所作为，坚持“三具

两基一抓手”，因势利导解决难

题，运用规律推动发展。

（十三）为在持续，为民惠

民不懈怠。

天下之大，民生为最。

走好“两不三新”“三化”协

调科学发展之路， 关系的是亿

万人民的福祉。

“踢皮球”、“做泥鳅”，似乎

是工作态度问题， 实则是服务

意识淡薄、群众意识淡漠、宗旨

意识淡化， 没有真正把百姓民

生挂在心上。

为民惠民， 是每个干部的

终生事业， 是人生价值的最大

体现和意义所在。 坚持问政于

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始终

把群众需求当成第一信号 ，知

群众之安危、晓百姓之冷暖、谋

民生之利益、解民生之忧患。

（十四）为在持续，开拓创

新不放松。

尊新必兴，守旧必衰。

走好“两不三新”“三化”协

调科学发展之路， 照抄照搬不

是持续，墨守成规不是持续，踏

步不前不是持续， 推陈出新才

能持续。

“抱残守缺”、“因循守旧”，

似乎是工作理念的问题， 实则

是不敢超越过去、 不能突破自

我、不愿解放思想。

走好这条路子， 没有成功

的经验借鉴， 没有现成的模式

遵循。 面对新情况、新矛盾，要

学习新本领、新技能，用新思维

开创新思路， 新举措解决新问

题，为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十五）为在持续，关键在

做。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

做，何惧万千难。

以清醒求持续 。 “忧劳兴

国，逸豫亡身”。 时刻对困难和

问题保持清醒认识， 始终保持

抢抓机遇的紧迫感、 加快发展

的责任感，化解风险抢先机，破

解难题求发展。

以转变求持续。变则通途，

通则持久。 勇于改变落后僵化

的思维模式， 敢于突破制约科

学发展的观念障碍， 把握好改

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群众接

受的程度， 用领导方式转变加

快发展方式转变。

以务实求持续。 认准了就

干，干就一定干成。 重实际、说

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在务实

发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

新提升， 在贯彻落实中闯出路

子、收获经验、赢得发展。

以运作求持续。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 中原经济区建设千

头万绪，“三化”协调任务繁重，

要把众多的规划和项目从纸上

落到地上，就要科学运作、有效

运作，方方面面齐调动，统筹协

调促发展。

（十六） 天地之功不可仓

促，艰难之业当累日月。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

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持续之中有大道，

持续之中见真功；

持续之中显本色，

持续之中成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