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明 节 作 为 我 国 传 统 节
日，是祭奠逝者、悼念先人、
缅怀英烈、寄托哀思的重要日
子 。 为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优 良 传
统，树立文明、绿色、低碳、
安全的现代祭扫新风尚，推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深
入开展，实现创新焦作、富裕
焦作、美丽焦作、平安焦作，
特向社会各界及全体市民发出
如下倡议：

一、文明祭扫。大力提倡
通过献一束花，敬一杯酒，植
一棵树，忆一段往事等方式来
怀念先人，将祭拜逝者的传统
习 俗 以 健 康 、 文 明 的 方 式 表
达，告别祭扫陋习，营造文明
祭扫的社会氛围。党政机关公
务 人 员 、 企 事 业 单 位 干 部 职
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移风易俗。

二、环保祭扫。树立环保
意识，严格遵守相关法规，不
制造、销售、使用仿真币品。
积极投身城市综合管理活动，
自觉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秩序，
禁止在城区燃放鞭炮，倡导不
要在市区焚烧祭扫用品，为治
污减霾工作贡献力量，共同维
护优美整洁的城市形象。

三、科学祭扫。提倡网上
祭奠、社区公祭、家庭追思等
多种形式祭扫活动，以科学、

健康的方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消除因实地祭扫而造
成的短时间、高密度的人车拥堵压力和安全隐患。

四、节俭祭扫。倡导厚养薄葬，发扬“尊老、敬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多关心老人，多尽孝道，做到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人去世后，倡导从俭办丧，不
搞封建迷信，坚决反对奢靡之风，选择树葬、花葬、草
坪葬、壁葬、骨灰寄存等节地生态葬法，节约土地资
源。

五、安全祭扫。清明节期间，正值人流、车流高
峰，广大市民应科学合理安排祭扫时间，避开高峰日，
错开时段，保证祭扫活动安全、顺畅、有序进行。要自
觉维护祭扫场所公共秩序，在公墓祭扫时要听从民政、
公安、林业、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安排，增强安全意
识，严防火灾和挤踏等事故的发生。为避免交通拥堵，
请广大市民朋友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文明多快意，平安生幸福。让我们携起手来，从现
在做起，从点滴做起，树立祭扫新风。用文明缅怀、关
爱他人的实际行动，成为告别陋习的先行者、文明祭扫
的带头人，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成为播撒文明、提升素质
的窗口，为振兴焦作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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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将至，人们将以各种方式祭拜先人，
寄托无尽的哀思。为了让广大市民过一个“文
明、生态、和谐”的清明节，近年来，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
头 推 动 殡 葬 改 革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 《意
见》），民政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行节地生
态安葬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
共焦作市委办公室、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了《关于规范全市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昨日，记者就相关政策
内容、我市公墓建设与管理、惠民殡葬新举措等
内容采访了市民政局局长王东林，让群众进一
步理解和支持殡葬改革，自觉接受文明低碳祭
扫，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问：我市殡葬工作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答：一是殡葬宣传不到位，二是殡葬监管

不到位，三是部分群众观念陈旧，四是对乱葬
乱埋打击力度不够，五是火化率有所下滑。

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意见》有何重要意义？

答：近年来，一些丧葬陋俗死灰复燃，封
建迷信活动重新活跃，火化率下滑，骨灰装棺
再葬问题突出，乱埋乱葬、滥占耕地现象严
重，浪费了大量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
重殓厚葬之风盛行，盲目攀比、奢侈浪费现象
滋生蔓延，加重了群众经济负担；少数党员干
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利用丧事活动大操大办、
借机敛财，热衷风水迷信，修建大墓、豪华
墓，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
为整治这些现象，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推
进殡葬改革，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
这也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纠正“四风”、开展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

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意见》对党员干部在办丧事和倡导殡葬改革方
面有哪些具体要求？

答：《意见》明确规定，党员干部要带头文
明节俭办丧事，树立时代风尚；在殡仪馆或合
适场所集中办理丧事活动，自觉遵守公共秩
序，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在居民区、城区
街道、公共场所搭建灵棚；采用佩戴黑纱白花、
播放哀乐、发放生平简介等方式哀悼逝者，自觉
抵制迷信低俗活动；党员干部去世后一般不成立
治丧机构，不召开追悼会。举行遗体送别仪式
的，要严格控制规模，力求节约简朴；严禁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丧事活动中大操大办、铺张
浪费，严禁借机收敛钱财。党员干部要带头宣传
倡导殡葬改革，弘扬新风正气，加强对亲属、朋
友和周围群众的教育引导，及时劝阻不良治丧
行为，自觉抵制陈规陋俗和封建迷信活动，倡
导文明新风。领导干部要加强对直系亲属和身
边工作人员丧事活动的约束，积极做好思想疏
导工作，对不良倾向和苗头性问题，要做到早

提醒、早制止、早纠正，决不允许对违法违规
殡葬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包庇纵容。

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意见》对党员干部在祭扫和安葬方法上有哪些
具体要求？

答：《意见》明确规定，党员干部要带头文
明低碳祭扫，传承先进文化；带头文明祭奠、
低碳祭扫，主动采用敬献鲜花、植树绿化、踏
青遥祭、经典诵读等方式缅怀故人，弘扬慎终
追远等优秀传统文化，不得在林区、景区等禁
火区域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积极参与社区公
祭、集体共祭、网络祭扫等现代追思活动，带
头祭扫先烈，带领群众逐步从注重实地实物祭
扫转移到以精神传承为主上来。党员干部要带
头火葬和生态安葬，保护生态环境；去世后必
须实行火葬，不得将骨灰装棺再葬，不得超标
准建墓立碑；去世后遗体应当在公墓内集中安
葬，不得乱埋乱葬；带头实行生态安葬，采取
骨灰存放、树葬、花葬、草坪葬等节地葬法，
积极参与骨灰撒散、海葬或者深埋、不留坟
头；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

问：我市对党员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有
什么规定？

答：为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和
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规范全市党员干部婚丧
事宜行为，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根
据《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精神，中共焦
作市委办公室、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

《关于规范全市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
法》的通知。

问：我市印发的《办法》对党员干部有哪
些要求？

答：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仅限在亲
属范围内操办，必须严格遵守“五个严禁”规
定：一是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大操大办、
借机敛财，不准化整为零，分批次、多地点设
宴请客。二是严禁收受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主
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以及其他与行使职
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礼金。本单位
人员办理婚丧事宜不得相互宴请和收受礼金，
为体现组织关怀，可以组织名义前去祝贺或慰
问，其他领导同志和同事不再以个人名义参
加。三是严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动用公
车、公款、公物等公共资源，不得干扰影响和
妨碍正常的工作、生活、交通等公共秩序。四
是严禁用组织名义、公用设施 （电话、传真、
邮箱、信息平台等） 通知、操办应由个人操办
的婚丧喜庆事宜。五是严禁利用管理和服务对
象及所属单位承办有关事项和支付相关费用。
各级党委 （党组） 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把规范党员干部家庭婚丧喜庆事宜作
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年度考
核、述职述廉和民主生活会主要内容。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通过明察暗
访、受理举报、现场检查、媒体监督等方式，
加强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监督检查。

问：民政部等9部门印发的《指导意见》有
何重要意义？

答：我国人口多，老龄化程度加深，死亡
人口数量庞大，安葬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
土地与资源的过度消耗，人居生态环境的严重
破坏。为解决安葬和绿色发展问题，2016 年 2
月 24 日，民政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建部、农业部和
国家林业局9部门联合印发了《指导意见》，意
在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深
化殡葬改革、倡导移风易俗，减轻群众负担、
保障基本殡葬需求，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问：民政部等9部门印发的《指导意见》对
节地生态安葬有哪些要求？

答：《指导意见》要求：一是着力推行节地
生态葬式葬法改革。积极推行不占或少占土地
的生态化骨灰安葬方式，在人口密集区推行以
楼、廊、堂、塔、墙等形式存放骨灰的立体安
葬方式。提倡地面不建墓基、地下不建硬质墓
穴，墓碑小型化、微型化，尽力降低硬化面
积，并鼓励家庭成员采用合葬方式提高单个墓
位使用率。积极推广骨灰树葬、花葬、草坪葬
等生态安葬方式，使用可降解容器或直接将骨
灰藏纳土中，不设硬质墓穴和墓碑。倡导骨灰
撒散、海葬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二是着
力加强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加强城镇公益
性公墓、骨灰堂等基本殡葬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提供树葬、撒散、骨灰存放、小型墓等多
样化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按照绿色城镇化和美
丽乡村建设的要求，新建和改造农村公益性墓
地，严格执行墓位占地面积规定，减少使用不
可降材料，提高集约化、生态化安葬程度。三
是着力提高节地生态安葬服务水平。严格落实
安葬服务标准，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
程，强化人文关怀，提升服务内涵，提供及时
便捷服务，提高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四是着
力培育现代殡葬文化。积极推广现代文明的殡
葬礼仪和殡葬用品，坚决抵制迷信低俗、奢侈
浪费等不良丧葬风气，培育具有时代特征、民
族特点、群众基础的殡葬行为规范。大力倡导
网络祭扫、鲜花祭扫、踏青遥祭、植树缅怀等
文明低碳祭扫方式，开展集体共祭、社区公
祭、家庭追思等现代追思活动，弘扬慎终追远
等优势传统殡葬文化，引导群众逐步从注重实
地实物祭扫转移到以精神传承为主上来。

问：合法公墓与非法公墓的区别是什么？
答：合法公墓是指经河南省民政厅批准建

设，具有河南省民政厅颁发的公墓经营许可
证、土地使用证、工商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
证，且每年接受河南省民政厅年检，年检合格

的公墓。非法公墓是未经河南省民政厅审批、
擅自建设和经营、无任何手续和证件的公墓。

问：我市哪些公墓是合法公墓？
答：合法公墓共有5家，分别是焦作市凤凰

山陵园（位于修武县西村乡圪料返村）、沁阳市
龙凤山陵园（位于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北）、修
武县龙山陵园 （位于修武县七贤镇蔡坡村西）、
孟州市豫龙公墓 （位于孟州市西虢镇吉祥路
南）、武陟县天赐福陵公墓（位于武陟县詹店镇
东）。合法公墓应在本辖区内宣传和销售，合法
公墓受法律保护，市民请到合法公墓购买墓穴。

问：我市哪些公墓是非法公墓？
答：非法公墓共有7家，分别是：龙寺林园

（位于解放区上白作乡缝山公园北）、春林生态园
（位于解放区上白作乡春林村东北山坳）、仙鹤
岭陵园（位于解放区上白作乡洪河村北山）、长
青陵园（位于山阳区中星街道上马村北山）、南
山陵园（位于山阳区中星街道高岭村北山）、王
庄公墓 （位于中站区王庄村北山）、翠柏陵园
（位于修武县西村乡北去穆家寨路旁）。非法公
墓不受法律保护，市民不要到非法公墓购买墓
穴。

问：我市在墓地的建设与管理方面有哪些
新举措？

答：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意见》指出，各地将公益性墓地（骨灰堂）建
设纳入新农村规划，加快推进农村公益性墓地
建设。全国第四次殡葬改革工作会议明确，即
将修订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加强墓地建设
与管理。我市认真贯彻国家、省殡葬工作精
神，抓好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清理整顿非法
公墓，加大对丧事大操大办和偷埋乱葬的监管
力度，推进殡葬改革。

问：我市已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了惠民殡葬
政策，基本殡葬服务费由政府埋单，下一步在
惠民殡葬上还会出台哪些新举措？

答：2013年4月1日起，我市在各区实行惠
民殡葬政策，遗体接运费、火化费、3天遗体存
放费、1年骨灰寄存费由政府埋单。今年，省民
政厅明确要求，鼓励各地出台生态安葬的奖励措
施，对实施节地生态安葬的行为进行奖励，推动
绿色生态安葬。早在2013年，市政府就出台优惠
政策：在市凤凰山陵园指定位置可免费进行花
坛葬。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加大惠民力度，
鼓励经营性公墓多开辟生态公益墓区，提供免
费或低价骨灰安葬服务，引导鼓励树葬、花
葬、草坪葬、撒散等安葬方式。

问：今年的清明节祭扫，你对广大群众有
什么希望？

答：希望广大群众爱护生态环境，用敬献
鲜花、家庭追思会、网络祭扫、植树绿化、踏
青遥祭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代替烧纸钱、燃放
鞭炮等陈规陋习等，为美丽焦作建设贡献自己
的一分力量。 本报记者

文明低碳祭扫 保护生态环境
——市民政局局长王东林就我市殡葬改革工作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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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3月 27日电 （记者杜白
羽、耿学鹏）韩国检方27日决定，向法院
申请批准逮捕前总统朴槿惠。法院将于近日
作出是否批捕的决定。

检方认为，朴槿惠涉嫌滥用总统职权，
从企业收受财物，泄露机密，在调查中否认大
部分犯罪事实，且有销毁证据之虞。基于细
致研判检方及特检组对朴槿惠的调查内容，
并综合考虑此前对朴槿惠的当面调查结果，
检方决定向法院申请对朴槿惠的逮捕令。

检方认为，“共犯”崔顺实、受总统指
令的其他公职者以及涉案行贿方均被逮捕，
从公平、对等的角度出发，决定对朴槿惠申
请逮捕令，这符合法律和原则。

朴槿惠成为继前总统卢泰愚、全斗焕
后，第三名被检方提请批捕的韩国前总统。
据悉，法院最早或将于3月30日作出是否批
捕的决定。

韩国宪法法院3月10日通过针对时任总
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
首位被弹劾罢免的总统，同时失去司法豁免
权。朴槿惠从3月21日开始，接受了检方长
达21小时的当面调查。

韩国检方申请批捕朴槿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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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李亚楠

兰考脱贫了！
时间定格在2017年3月27日。经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河
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成为河南省贫
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的贫困
县。河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
了这一消息。

作为焦裕禄精神发源地，共和国
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县像兰考这样，汇
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然而，重重审视之下，一个沉重
的疑问也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么
多年过去，“精神高地”为何依然处
于“经济洼地”？

2014 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兰考
作为联系点，一年之内，两次亲赴兰考
指导工作。面对总书记嘱托和全国人
民期盼，兰考县委、县政府郑重作出了

“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承诺。
从焦裕禄时期治理“三害”，到

改革开放后摆脱贫困，兰考每一步前
行，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共
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脉相连。

正是依靠这种血脉相连催生的焦
裕禄精神，兰考党员干部补强“精神之
钙”，筑牢“作风之基”，带领人民群众，
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决胜贫困之路。

决胜贫困，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

春日，阳光洒下，54 岁的“焦
桐”又到了开花的季节。

今年，到此追思的群众带来了
“植树者”焦裕禄为之奋斗终生的好
消息：兰考脱贫了！

这是值得历史铭记的日子，因为
灾害和贫困曾深植兰考人的长久记
忆。

据《兰考县志》记载，自1644年
至新中国成立的305年间，兰考发生
涝灾90多次；自清咸丰至解放的100
多年间，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
63 个。1949 年，全县 97 万亩耕地
中，低洼易涝地12万多亩，沙碱地33
万多亩，全县粮食亩产仅38.5公斤。

战胜贫困，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
的责任！

54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除
“三害”：风沙、盐碱和内涝——这是
他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找到的兰考贫困
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三害”在兰考成
为历史，但贫困却始终是压在当地人
民头上的“一座大山”。2002 年，兰
考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从“外出
要饭”到“向国家要饭”，贫穷似乎
成了兰考人摆脱不了的标签。

贫困难道真的不可战胜？“活着
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
把沙丘治好！”焦裕禄临终前的这句
话，代表了共产党人向贫困斗争到底
的决心。

2014年5月，兰考县委、县政府作
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庄严承诺。

军令状立了，就要兑现。2016
年，蔡松涛接任焦裕禄后第15任兰考
县委书记。他说，一代代共产党人接
力奋斗，带领兰考人民趟过了一道道
难关，持续向贫困宣战，把反贫困的
压力变成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有丰
富的经验积累、有强大的制度优势，
兰考战胜贫困的曙光已在眼前。

贫困户状况千差万别，兰考县针
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因
村因户施策，制定了12项有针对性的
具体帮扶政策。一个个脱贫故事在兰
考大地上不断上演。

贫困户任杰通过种植温室大棚蔬
菜，年收入近7万元，2015年实现脱
贫，他所在的东邵一村，温室大棚由
2014 年的 9 座，发展到如今的 212
座，全村脱贫。

记者走访的十几个贫困村全都有
了各自产业。徐场村利用泡桐发展民
族乐器，全村有乐器企业54家，销售
收入6000多万元；夏武营村143个贫
困户中有 135 户通过种植蔬菜脱贫；
赵垛楼村的哈密瓜种植等，也让一批
贫困户脱了贫。

——群众收入持续增加。2016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1124 元和 9943 元，分别增长 7.5%和
9.6%，增速均居河南省直管县第1位，
比3年前分别增长10164元和4297元。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16
年，兰考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全县完成生产总值 257.6 亿元，增长

9.4%，增速居河南省直管县第2位。
——城乡面貌显著变化。在中心

城区，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国家
卫生县城、省级文明县城、省级生态
县；在农村，115 个贫困村全部硬化
了村内主干道，实现了广播电视户户
通，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进一步缩小。

量变最终迎来质变。
兰考闯出的到底是一条什么路？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人们关切的探询，
年轻的县委书记蔡松涛总会这样回
答：兰考的脱贫道路并不神奇，它是
焦裕禄走过的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反
复指出的共产党人应该走的路——共
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

决胜贫困，唤起万千百姓加油干

在进入兰考县城的必经之路，有
一座焦裕禄铜像，裤脚挽起，双手叉
着腰望向远方。看到铜像的刹那，一
股崇敬感油然而生。

然而，曾几何时，焦裕禄精神似乎
凝固在这座铜像上。领导干部身上的
干劲、闯劲越来越少，“有损焦裕禄精
神发源地的形象”。老百姓“穷惯了”

“熬疲了”，觉得兰考“也就这个样”。
34岁的兰考人代玉建几年前在郑

州做生意时，每逢有人听说他来自兰
考，十有八九会追问：“你们那还有
人出去要饭吗”，到后来他见人只说
自己是开封人。

“听了不信，看了不服，回来不
干。”成为一段时期里“背着包袱”
的兰考干部真实写照。兰考县委政法
委书记吴长胜出生于兰考，在兰考工
作了30多年。他说，兰考干部原来的
口头禅是“兰考不行，咱学不来”，
最擅长的就是上面让干啥就干啥，这
样不会出错，不用担责任，因此，兰
考错失了多次发展机遇。

“兰考首要的不是经济贫困，而
是思想贫困。”蔡松涛说，有些兰考
干部片面理解焦裕禄精神，只看到焦
裕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面，看
不到焦裕禄科学求实、迎难而上的一
面。把政治大县的身份当成包袱，求
稳怕乱，甩不开膀子就提不起劲，自
己没动力谁也扶不起。

“切实关心贫困群众，带领群众艰
苦奋斗，早日脱贫致富”，三年前习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重新点燃了兰考人
的希望，更激荡起兰考决战贫穷、改变
命运的决心和干劲。有习总书记的关
心，有全国人民的关注，压力、动力
汇聚成了一股合力，在脱贫攻坚的苦
干实干中，迸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

兰考脱贫的实践，不仅唤醒了干
部群众骨子里的干劲，也锤炼了队
伍，肃正了作风，兰考全县上下形成
了“领导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众
跟着干”的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从2014年起，兰考从县、乡两级选
派 345 名优秀后备干部，派驻到全县
115个贫困村，41岁的兰考县扶贫办副
主任孙贯星就是其中一员。在驻村前，
孙贯星已经几次动了辞职的念头。纠
结彷徨，无所事事，感觉不到自己有什
么作为，有什么价值。然而，驻村扶贫
完全改变了孙贯星的工作状态。

驻村第一天，时值寒冬，有老百
姓把自己的电褥子拿来给他们用，群
众的信任和期待让孙贯星感动。“最
开始还有点被动，县领导三天两头往
村里跑，不做事没法交代。”孙贯星
发现自己变了，变得越来越愿干事，
越来越想和群众在一起。

孙贯星花了一个月时间调查，找
准村里优势，发展生态农牧，恢复村
里水系，制订民俗旅游规划，建立了
50 多人的裴寨在外精英人士微信群，
发动能人的力量建设家乡。在他的带
领下，昔日的软弱涣散村最终成了兰
考县的红旗村，乡村旅游也在豫东打
出了名声。2016年，裴寨村顺利脱贫
摘帽。

像孙贯星一样，干部们驻村之后
争分夺秒想做事的欲望非常强烈。

“村子再小，也容得下有能力、有梦
想的人，只要和群众在一起，自己的
价值就能得到最大的认可。”

2014年，代玉建返回家乡代庄村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用半年时间就
带领代庄村摘掉了软弱涣散帽子。

“看到我们和村民一起建的大棚、修
的路、种的绿化树，会偷偷地笑。”
代玉建说，以前，老百姓看见村干部
来，人堆就散了，现在我们走到哪
里，老百姓就扎堆到哪里。

“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贫穷
磨颓了斗志，安于贫穷。”兰考县堌

阳镇副镇长温振说，“不敢干、不会
干、不愿干曾是兰考贫困群众的‘通
病’，一些领导干部反映，扶贫难，
难就难在了群众‘精神贫困’，总觉
得看不到希望，提不起干劲，政府再
努力也‘扶不起来、拉不动’。”

徐二排是堌阳镇徐场村的一个老
贫困户，年轻时身体好还能出去打工
赚钱，可年纪越大身体越差，连看病
的钱都拿不出来。“越穷越没劲”，徐
二排不仅拒绝了村干部介绍的镇上工
作，也推掉了扶贫项目。“啥都不想
干，就想着日子混混过完就行了”。

然而，看到村里一家家一户户作
乐器赚了钱，二层小楼一栋栋拔地而
起，徐二排着了急，开始琢磨起来赚
钱的门道。“大家都做乐器，没人做
琴弦。”徐二排瞄准了琴弦的市场空
间，在村干部支持下南下扬州学习琴
弦制作，回来后在县政府的帮助下办
起了琴弦厂。

两年时间，徐二排盖起了二层小
楼，买了小轿车。“一年下来怎么也
有个30万块钱。”富裕起来的徐二排
说，“贫困不能怨天怨地怨政府，脱
贫致富也是老百姓自己的事，现在党
的政策这么好，只要咱们心里转过
弯，往脱贫致富上使足劲，哪有过不
上的好日子。”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委托第
三方对兰考县脱贫进行的专项评估显
示 ， 兰 考 脱 贫 抽 样 群 众 认 可 度 达
98.96%。兰考县扶贫办主任胡良霞
说，人民群众内心深处改变面貌、摆
脱贫穷的渴望一旦迸发出来，就会创
造出惊人的能量，脱贫工作就会有源
源不断的力量。

越过了贫困的沟坎，兰考的干部
群众并没有松口气，绷紧弦的兰考人
瞄向下一个目标：脱贫不是终点，小
康才是方向。

“脱贫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发展
产业奔小康的路上，不能有一丝松
懈。”小宋乡东邵一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陈国平说，兰考宣布脱贫并没有让
他感到肩上的担子轻了，在今后的工
作中，他必须多做调查研究，做足功
课，少留遗憾，争取群众更大的信任
和拥护。

（新华社郑州3月27日电）

“精神高地”走出“经济洼地”
——写在河南兰考脱贫之际（一）

3月22日，朴槿惠走出韩国首尔中央地
方检察厅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