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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30 日电 （记

者陈二厚） 3 月 26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来
到辽宁、内蒙古等地考察。他强调，要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推动落实政府工作
报告确定的任务，聚起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的强大动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
实现持续增长。

提质增效升级是当前转方式、调结
构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全面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的中心课题。沈阳远大科
技创业园从建筑装饰起步，如今转型为
面向社会提供技术支撑的研发型企业。
李克强走进实验室，了解企业研发和应
用情况。他说，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
级，就是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打造综
合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提升，
促进协调发展。关键要以结构改革推进
结构调整，以体制创新引导科技创新、
人才创业，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有了创

新、创业、创造这“三创”，企业就可以
赢得更大天地。创新关键靠人，要通过
完善股权激励等机制，使科技人员脑子
里的知识、创意转化为蓬勃的创新成
果。要营造环境，促进更多服务社会的
创新平台成长，让技术研发等生产性服
务业发力起跑，带动各行各业特别是制
造业发展和升级。

金融服务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李克强来到翰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了解贷款利率、手
续等情况，询问公司负责人对发展小额贷
款有什么建议，并要求随行部门认真研
究。他说，小额贷款服务小微企业，两

“小”和谐叠加，就能做出大美的事业。在
农业银行营业厅，李克强勉励员工们更好
服务“三农”，支持老工业基地振兴。他
说，金融创新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
本，为群众的创业、就业提供支持。客户
满意是衡量金融服务的重要标志。要通

过金融改革，畅通金融血脉，更有效地服
务三农、中小微企业、基础设施等薄弱环
节，让金融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众。李
克强在考察中一直强调，要相信人民群众
中蕴藏着无限创造力。

棚户区改造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中解
决三个“一亿人”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缩
小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
举措。在赤峰铁南棚户区，李克强踩着厚
厚的尘土，深一脚浅一脚攀上高坡，察看
棚户区全貌，听取改造推进情况。这里不
少房屋处于半地下，李克强弯腰走下几级
台阶，接连进入几户居民家中。看到房屋
极其简陋，特别是听到群众反映一下雨就
提心吊胆，李克强说，你们的窘境和期盼，
是我们沉甸甸的责任。政府一定会尽力
推进棚改，大家一起努力，早日住上新楼
房、过上好日子。他指出，今年全国要改
造各类棚户区 470 万套以上，是近年来任
务最重的，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国

家将专门研究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支持
棚改的措施。各地在确保建设进度的同
时，要注重设施配套和公平分配，尽快形
成有效供给，为群众“住有所居”等基本民
生托好底。

今年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北方不少地
区干旱较重，赤峰整个冬天没有雨雪。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考察途中，天
降小雨，李克强停下车，踩着泥泞湿滑
的田埂走进地里，向正在劳作的农民询
问节水抗旱和种苗准备情况，他还拿起
铁锹铲开表层土壤，蹲下身子捧起一把
土查看墒情，发现下面缺墒严重。李克
强说，这场雨有助于缓解旱情，要抢抓
农时春耕备耕，争取今年再获好收成。
他指出，农业是基础，农民是顶梁柱，
要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适应居民的多
元化需求，多渠道保障农产品供应，使
13亿中国人不仅吃饱还要吃好。

杨晶、周小川、王正伟陪同考察。

李克强在辽宁、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在发展中提质增效升级促进民生改善

眼下，又到了春耕备耕时节。
平整土地，清理水渠⋯⋯，田间地
头上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在上
海松江徐姚村，今年的备耕与往年
有些不同，同样是平整土地，徐姚
村给土地动起了“大手术”：将田
块拓宽，以备全机械化作业。参与
试点的 375 亩田中，拦截其间的田
垄被打断，格子状的土地连通成
片，从东向西望去，只有平整的水
泥路横穿农田。

往年，由于良田面积有限，且
被分割得大小不等，耕种走向也不
统一，导致每当耕种、播种、收割
环节，大型农机设备不便驶入田
中。田块整合后，农机设备运行畅
通，转角少了，浪费也少了。

早在 2011 年底，在徐姚村进行
新一轮家庭农场主承包签约时，村
管理者就有意识地将地块进行了重
新规划，把南北相邻的地块分配给
同一户主，并优先分配给经验丰富
的农户；对未能实现南北相邻的，也
尽可能地“就近整合”。这样，就为
后续的拓宽工作打下了基础。

借着田块拓宽的好时机，大型
推土机和挖掘机也一并被“请”了
进来。机器都开得进了，土壤也可
以彻底平整一番。有些地块土壤高
低不平，落差足有半米，每到灌溉
时，一些秧苗被淹，另一些却未能
浇灌。如今，类似问题再也不会出
现。为确保土地平整更加精准，在
机械化初步作业后，土壤还将进行
引水“试灌溉”，对不平整之处再进
行“微调”。据介绍，这项工作将一
直持续到 4月中旬。

上海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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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记者来到浙江省余
姚市四明山区的几个乡镇，只见漫
山遍野的嫩绿茶芽，在春风里舞姿
绰约。在位于梁弄镇的白水冲茶
厂，炒茶机 24小时隆隆作响，制茶
师傅又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节。

据了解，整个山区茶农多达
5000 多户，各类大小炒茶机等设
备 6000 多台。一到炒茶季节，阶
段性用电负荷呈 10倍以上速度增
长，并且要确保持续供电。余姚市

供电公司组织用电服务队走村入
户，全天候零距离服务。

“这几天炒茶量越来越大，很
担心会出现用电问题。你们来了，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白水冲茶厂
老板鲁敖潮对服务队员说。

今年 3 月 12 日龙井茶开采以
来，白水冲茶厂的炒茶机处于 24
小时运作状态，日均产茶量 200
多斤，最高用电负荷超过 100 千
瓦，但鲁敖潮对于用电毫无担忧，

因为梁弄供电所员工对他的承诺
是“半小时之内赶到”。

据了解，余姚市供电公司每年
3 月都要派人驻村蹲点，服务到茶
季结束。每两人一个村，对辖区内
茶农及茶叶加工企业跟踪服务，消
除用电安全隐患。炒茶时，他们还
到现场加强与茶农沟通，指导茶农
优化用电方式，一旦出现线路故
障，就近响应，争分夺秒抢修，让每
个茶农炒茶无忧。

浙江余姚

三月炒春茶 供电有保障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马顶铃

在河南兰考，干部群众怀念着把生
命奉献给这片土地的“老焦”，讲述着焦
裕禄鞠躬尽瘁、治理“三害”的事迹。
50 年光阴荏苒，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
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人。采访中，记者听
到了 4个基层党员干部的故事。

一位乡镇干部：
身先士卒抗洪救灾

“我是唱着焦裕禄的歌，听着焦裕禄
的故事长大的。”51 岁的兰考县纪委副
书记、监察局局长赵雪廷在农村工作 26
年，去年被评为开封市“焦裕禄式好干
部”。

1999 年，赵雪廷调到三义寨乡担任
党委书记，那里既穷又乱。上任之初，
他像焦书记那样，先深入群众听意见，
发现“穷”是“乱”的根源。于是，他
谋划发展的路子，到商丘学习食用菌栽
培技术，当年就带领群众盖起 50 座大
棚，3 年时间，把一个落后乡变成了先
进乡。

记得那年付楼村正在搬迁，半夜忽然
下起大雨，“凌晨 4 点半，雷声把我惊醒。

我第一个反应是坏了，搬迁群众的房顶都
没了，这可咋办？”他马上召集乡干部往村
里赶。凌晨 5 点赶到时，村子已陷入“一
片汪洋”，别人担心危险，劝他别进村了，
他说，“我会水！”进村后，他带领干部群众
查排险情、疏通河道，直到上午 10 点多水
才退去。“当时，我坐在一个石墩上休息，
听一个村民抱怨，‘这会儿不知书记跑哪
儿去了！’另一个村民说，‘那不就是赵书
记，一直在忙，浑身都是泥！’在群众最困
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赵雪廷说，“焦书记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一位民事法官：
真心悉心为民调解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法官王
军华是河南省法院“十佳调解能手”之
一，2011 年 2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王军华说，“法官不是官，要为百姓排

忧解难。法官不仅是法律工作者，更是社
会工作者，法槌之下照样能敲出‘和谐’。”
从业 29 年来，她用真情办案，追求的目标
是“让原被告双方胜败皆服”。平时，她不
厌其烦调解案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她说，“做民事法官，真情很重要。群众来
法院，对个体来说是天大的事，对他们必
须多一些爱心”。

去年 1 月，王军华摔伤了，断了 3
根肋骨。包扎后，她仍坚持审理了 6 个

案件，“别人说我疯了，但那天我已约好
传见当事人，守时是对当事人的尊重。”
王军华认为，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就
在点点滴滴的小事里，就在为群众解决
问题的真情里。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
众才会给你沉甸甸的信任。

一名村支书：
迎难而上不怕“吃亏”

红庙镇双杨树村曾以“双杨树的道
路”被焦裕禄树为典型。双杨树村党支部
书记吴青云说，“老辈人告诉我，当年焦书
记来村里访贫问苦，大家对他感情可深
了。”1999 年，这个村是兰考出名的“乱
村”，7 年换了 8 任村支书。当时，吴青云
生意做得不错，乡党委书记找他谈话，希
望他回村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吴青云坦言，“回不回村？自己心里
也在犹豫，农村的干部不好干，官不大
事儿不少。是焦裕禄的精神感召着我，
当 年 焦 书 记 树 的 旗 子 ， 不 能 让 它 倒
下！”回村后，吴青云倾听群众意见，
寻 找 村 子 落 后 的 原 因 。“ 要 想 富 先 修
路”，他提出修路，“有钱的出钱，有
力的出力”，并承诺修路期间，大家到
他家办的加油站加油免费，这一免就
是两万元。路通了，群众看到他肯吃
亏，都愿意跟着他干。建村委会活动
室、沼气池，他都带头出资，跑前跑
后。去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5

万元。49 岁的吴青云说，“焦书记有个
特点是迎难而上，当村支书不怕吃亏
就不怕作难，把困难解决了，群众咋
会不拥护你？！”

一位“80后”大学生村官：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1981 年出生的大学生“村官”杨艳
敏 笑 容 甜 甜 的 ， 她 已 在 农 村 干 了 近 6
年。最初，她担任西老君营村村委会主
任助理，千方百计帮村民致富，带领村
民打机井、挖引黄渠，赢得了群众的信
任。2011 年底，她担任了西老君营村党
支部书记。

西老君营村不富裕，“走访中，我发
现群众对干部的作风不满意。集中在一
点，只要有活来了，干部要吃个‘加班
饭’，虽然只是二三十元的事儿，但群众
有看法。”杨艳敏从抓作风入手，规定

“干部不再吃‘加班饭’”，带领大家把
村委会门口的大水坑修好，干活时自带
方便面、馒头、豆酱。“见干部作风确实
在改变，群众看我们的眼神也变了。”

“要让百姓信任你，其实也不难，把
他们最想让你做的、最难的事做好就
行。”杨艳敏说，“物质条件再好，精神
的力量也是不可替代的。建议党组织抓
紧做好年轻干部学习焦裕禄的工作，让
年轻人做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人，扎根基
层服务群众。”

“ 焦 书 记 就 是 这 样 教 我 们 的 ”
——河南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的四个故事

本报记者 王 晋 王 伟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梅花报道：来自浙江的
孔文文女士在随团游览了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三
孔”后，3 月 22 日意外获得了当地政府的一项奖励。原
来，孔女士在曲阜每到一处景区，总是拎着方便袋，自觉
当起“清道夫”，并呼吁团员爱护景区环境。这一行动被
细心的导游发现后，孔女士被推荐为曲阜市 2 月份的“道
德游客”。

从去年 10 月份起，曲阜市在所有到当地旅游的国内
游客中开展了“道德游客”评选活动。眼下，曲阜市所有
的导游、环卫工人、保安员，以及旅游乘务人员等景区一
线员工，都携带着一张“评选文明游客信息卡”，在游览时
展示良好文明素养的游客皆有可能入选。

曲阜市委书记李长胜告诉记者，“作为儒家文化的发
源地，曲阜要让外来游客在游览中感受道德的熏陶，通过

‘道德游客’的评选，发挥道德示范效果。”目前，曲阜已经
建立起了“道德游客”评选的长效机制。经一线员工汇总
整理后的游客文明事迹，每月交由市评选委员会进行评
选，被列入候选名单的“道德游客”将公示于网络、新闻媒
体上，次月上旬公布上月入围“道德游客”，年底再择优评
选“道德标兵游客”。

山东曲阜评选“道德游客”

人均纯收入 2.7 万多元，
平均每户一部车，每家至少两
套 80 平方米的楼房，户均每年
各种福利 2.3 万元，居民看病
实报实销，孩子上幼儿园、小
学、中学全免费，考上大学可
奖励 2 万元至 10 万元，60 岁
以上老人每月发放 800 元养老
金，并享有 50 平方米免费住
房⋯⋯，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后
田社区的居民过着令人羡慕的
幸福生活。

3 月下旬，记者来到后田
社区，只见宽敞的街道两边，高
楼林立，店铺鳞次栉比，文化设
施遍布，活动场所一应俱全。

“后田过去很穷，要不是李书记
的无私奉献，我们哪能过上这
么好的日子！”在后田宽敞的电
子阅览室，76 岁的李启墨对记
者说。

1990年春，27岁的李忠祖
被大家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之初，面对民心涣散、经济
薄弱的现状，李忠祖靠无私的
奉献，逐渐聚起人心。在他的
带领下，后田以发展民营企业
为主，打破单一务农格局，看准
机会投资建成了城东工业区，
吸引了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的 30 多个项目落户园区，累
计利用外资 5000 多万美元。
同时，社区率先进行旧村改造，
花重金将制造业迁出，使后田
迅速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
型。目前，后田社区每年 1 亿
元的可支配财力，80%都来自
第三产业。

面对成绩，李忠祖一直强
调“多亏有 3 支好队伍”，他说，

“我们的居民队伍，向心力、凝聚力非常强；党员队伍有90
多人，都是社区的骨干；干部队伍风清气正，甘愿吃亏。”

“干部队伍甘愿吃亏，是李书记带动的。”后田社区居
委会委员孙香娥告诉记者，“李书记经常说，我们‘两委’
成员必须自己肯吃亏。要多想居民的事儿，少想自己的
事儿，让居民做到的事儿，首先自己要做到。”

党员干部“吃亏”奉献，在后田已形成了风气。后田
社区建设捐款，捐得最多的大部分是党员干部；后田旧村
改造，出台的政策是向困难户倾斜，不少党员干部都很

“吃亏”；后田社区的困难户也被党员干部全包了，分组定
人定户，长期跟踪救助。那些暂时遇到困难的家庭，不用
号召，凡是得到消息的党员干部都争着前来帮忙。

与党员干部“吃亏”相对应的是，李忠祖带领的基层
党组织还想方设法为社区居民特别是困难居民“托底”。
居民李亮亮说起社区对她的帮助，忍不住流下感动的泪
水：她的母亲患糖尿病打胰岛素花费很大，父亲又不幸得
了肺癌，这让家庭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社区不单给她父母
报销了 10 多万元医疗费，还每年补助生活费数万元，这
让她家没有因病致贫。

这样的“托底”，已成为后田的“社策”。但这并非李
忠祖一个人拍板就能决定的。在后田，所有大事由村民
大会决定，所有政策规定公布于众，所有经费账目公开。

“我们的‘社策’每年都会修订，每次修订都要通过民主议
事形式，原则就是有利于社区发展。

他带出了一支甘愿

﹃
吃亏

﹄
的队伍

—
—记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后田社区党委书记李忠祖

本报记者

刘

成

3月 28日，甘肃甘谷县安远镇厚家坪村村民在完成覆膜的地里实施田间管理。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3 月 27 日，游客在重庆江津区杜市镇花卉观光园内

踏青赏花。当天，重庆江津第四届花木旅游节正式拉开

帷幕，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据了解，江津区近年来打

造花卉苗木种植基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