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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

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有关规

定，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关闭印度国家银行天津分

行。上述分行经天津市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注销工商登

记，特此公告。如有疑问请联系刘

先生，电话：18822212060

印度国家银行天津分行
注销公告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1976年，我国发生了一连串
震撼世界的大事。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人民
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
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9月9日，党、国家、军队的主
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逝世，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
悲痛之中。

在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
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
总理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
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
后，决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中南海坐镇指挥，以
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形式，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进
行隔离审查，同时对江青、姚文元也进行了隔离审查。就这
样，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一举粉
碎了“四人帮”。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粉碎了“四人帮”集
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发动武装暴乱的图谋，对“四人帮”在
其他各地的帮派骨干也采取果断措施，保证了全国政治局
势的稳定。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公布了粉碎“四人
帮”的消息。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
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
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共和国的历史翻开
了新的一页。

1976年：十月的胜利

地处黔西北高原滇黔交界处的贵州
省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海拔
2300多米，曾是个地瘠民贫的扶贫开发
一类重点村。

为了生存，群众只能尽力开荒。1982
年，40岁的文朝荣出任海雀村党支部书

记时，全村 800 多人，但耕地多达 1.68
万亩，“能种庄稼的地方几乎都种上了”。

但广种薄收，缺粮状况反而日益严
重。“人均口粮不足 100 公斤。每到年
末，就有群众开始缺粮，到四五月份，已
有农户揭不开锅，只能吃些野菜、马铃薯
叶。”年逾古稀的村民王学芳回忆说。

文朝荣决心带领群众解决“吃饱饭”
的问题。“山上有树就能挡住风沙。而且
有林才有草，才能养牲口、生产肥料，才
能有粮食。”下定决心后，文朝荣迅速号
召群众植树造林。1986年冬天，文朝荣

带领全村300多名青壮年冒着严寒，开
始了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壮举，也拉开
了海雀决战贫困的大幕。在文朝荣的带
领下，海雀村群众连续奋战3个冬春，造
林 1.16 万亩，让全村 30 多个光秃秃的

“和尚坡”披上了绿装。如今的海雀村，
森林覆盖率超过70%，林木价值达8000
万元以上，人均经济存量约10万元。

在饿着肚皮绿化荒山的同时，文朝
荣开始琢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1989年
春，在文朝荣的带领下，海雀村破天荒地
出现了白色地膜。之后，他又根据海雀

的气候、地势特点实行土地有机改良，有
效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粮食单产大幅
提升。到1994年，海雀村的粮食总产量
达到14.46万公斤，是文朝荣上任时粮食
总量的两倍多，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203.5公斤，村里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2014年2月11日，为海雀村脱贫致
富操劳一生的文朝荣，因积劳成疾医治
无效去世，享年72岁。在文朝荣精神的
激励下，海雀村群众持续接力向绝对贫
困发起冲锋，终于在2016年实现整体脱
贫，告别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

燕振昌，1942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
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1970 年 5 月
12日，28岁的燕振昌在日记中写道：“留
在农村，照样能干出名堂！”那时，他刚刚
被社员推举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水
磨河村穷得揭不开锅，他一生写下的94
本日记也刚刚开篇。之后的日子，燕振
昌的日记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强烈的期
盼：要让村民过上有房住、走好路、能读
书、有玩处的安生日子。

水磨河村村干部韩会军介绍，从前

村里人均耕地面积不超过 7 分，全村人
“战天斗地”，也只能勉强保口粮。燕振
昌在村党组织领导岗位上工作了44年，
艰苦创业，建成了长葛市第一个亿元村，
使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
村；建成了全省第一个村级敬老院；8次
改扩建村中小学，建成了全市第一个农
村寄宿制学校……

几乎每次开会，燕振昌都说过这样
的话：“啥是党员干部，当党员干部不是
享福，是要服务，服务好咱村4000多口

人。村里群众找咱村干部了，不管找到
谁，不管是好事、难事、缠手事、得罪人的
事，咱都得做到不推托、能听响、有着
落。”

村民的困难，燕振昌件件记在心
里。全村 1000 多户村民，谁家房屋漏
了，谁家看不起病，他都要帮一把；村里
每硬化一条房前屋后的小巷子，他就捐
1000元钱。燕振昌明确要求村“两委”
干部：只要是在水磨河村发展的，在项目
占地、贷款、通电、通路各方面全力支持，

不让企业家和店主多跑腿，花冤枉钱。
2014年12月12日凌晨，像44年来

每一个平常的日子一样，燕振昌披衣起
床，开始写工作日记。写到第四条时，他
猝然伏在办公桌上，因突发心肌梗死去
世。未写完的日记，如同一个绵长的省
略号，留下他对水磨河村无尽的牵挂。

文 朝 荣 ：带 领 群 众 战 贫 困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燕 振 昌 ：公 仆 情 怀 铸 丰 碑
本报记者 杨子佩

文朝荣（1942—2014）。
新华社发

10月1日早上，五点半左右，黄海前
哨开山岛上，天才微微亮。

这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岛
上值守的民兵升起了一面崭新的五星
红旗。

海面很平静。阳光穿过薄薄的海
雾，照在鲜艳的国旗上，洒向守岛英雄王
继才的铜像——他手指着太阳升起的方
向，眺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海。

英雄，仿佛从未曾离开过。
这座面积仅有0.013平方公里的国

防战略岛，长期没水、没电、缺衣少食，王
继才却整整坚守了 32 年。他让五星红
旗每天在这里伴着朝阳升起，让松树、桃
树、梨树在石头缝上开花结果，而自己却
因积劳成疾，永远倒在了开山岛的台
阶上。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王
继才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一座岛一面旗，这里就是中国

开山岛是我国的黄海前哨。1985
年部队撤防后，当地人武部曾先后派出4

批10多名民兵守岛，都因条件艰苦没能
长期值守。1986 年 7 月，人武部政委找
到王继才。面对组织挑选，他毫不犹豫
接受了任务，瞒着家人上了岛。

放心不下丈夫的妻子王仕花，毅然
辞去工作，上岛与丈夫并肩值守。

从此，王继才夫妻俩每天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在岛上升起五星红旗。

没有人让他们升旗，王继才却认定，
在这座岛上国旗比什么都重要。

一次，台风来袭，王继才脑子里只想
着国旗。他顶着狂风，跌跌撞撞爬到山
顶，奋力把国旗降了下来。

回来时，他一脚踩空滚下 17 级台
阶，肋骨摔断了两根，人差点被吹进海里
卷走。可手里，还紧紧抱着那面国旗，像
是护着一个初生的孩子。

第二天，赶来的渔民把他接下岛送
进医院。大家劝他，为了一面旗摔成这
样，如果真的命没了，值得吗？

王继才却说：“守岛这么多年，开山
岛就是我的家，如果哪天真出事了，就把
我埋在岛上，让我一辈子陪着国旗！”

海风呼啸间，王继才坚持了 32 年，
让开山岛永远飘扬着一抹令人魂牵梦绕
的红色，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棵树半辈子，这岛就是我家

开山岛是座石头山，上面没水、没
电、没粮，只有几间破营房。一年四季，
石缝里的茅草绿了又黄，在海风中簌簌
发抖。当地人说，在上面活着都很难，更
不要说守。

然而，王继才没有退缩。没有水，他
们喝水窖里攒下的雨水；没有电，他们晚
上点蜡烛；没有粮，他们在岛上种菜、捕
鱼，让大女儿在岸上当“补给队长”，不时
买点东西托渔民捎来……

风一来，岛就与世隔绝了。有一次
柴火用光了，夫妻俩一连嚼了 5 天生
米。风停时，渔民上岛发现，他们已经饿
得说不出话。

王继才没有动摇：守岛就是守国，守
岛也是守家。

上岛第一年，王继才种过白杨，全死
了。第二年，种了槐树，又没活。第三
年，撒下苦楝树种，竟然长出一株小苗。

如今，这棵长不高的苦楝树，依然倔
强挺立在岩石上。王继才就像这棵苦楝
树，仿佛专为这座岛而生。

就这样种了死，死了种，大树旁边种

小树，小树下面种瓜菜……年长月久，植
物成丛，小岛获得了新生。

一份责任一腔热血，答应
了就坚持到底

没有人命令过王继才要一直守下
去，但他一次也没有提出过要离开。

那30多年里，曾有过许多诱惑和机
遇。走私犯要与他平分利润，蛇头对他
威逼利诱、拳打脚踢，王继才没有动摇；
岸上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改革开放让周
边的人们都富起来了，王继才没有离开。

一年又一年，守岛，从“有期限的任
务”变成了“终生的使命”。

儿子王志国曾因为工作枯燥乏味向
父亲抱怨，王继才却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如果你觉得工作没趣味，那是因为你没
花时间、没用心。”

王志国在以后的日子里才更深刻领
会到这句话的含义：用了心，花了时间，
再平凡的小事，也会有价值。

2018年7月27日，老民兵王继才倒
在了开山岛的台阶上。

哨所的营房里，一面国旗整整齐齐
放在桌上。

那是他生前升过的最后一面国旗。
文/新华社记者 杨绍功

（据新华社电）

王继才：“让我一辈子守着这面旗！”
“走，去看看我们村的‘CBD’，现在乡亲们没事都爱到

那儿逛。”日前，记者随玉斯屯巴格勒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洪江，来到他所在的这座南疆乡村的“小微商圈”。这里
有饭店、蛋糕店、美发店、电子商务服务点等，来来往往的村
民脸上洋溢着笑容。

近年来，地处新疆柯坪县盖孜力克镇的玉斯屯巴格勒
格村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明显
改善。来自中石化西北石油局的李洪江不仅是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也是所在单位“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
队总领队。“我们要狠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在基层落地生
根。”他坚定地说。

新疆“访民请、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覆盖全自治区所
有行政村和社区。解决百姓难题，是各工作队的“基础功课”。

“王书记实诚、热情，对村里的发展比我们想得远。遇
到啥难事，大家都喜欢请他拿主意。”这是精河县托里镇永
集湖村村民亚生·于斯甫对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王京辉的评价。王京辉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审计局干
部，他和其他驻村工作队员将州、县、乡三级规范性文件中
与村民相关的各项政策，制成通俗易懂的“口袋本”；组织村

“两委”梳理归纳村队公共投入账和惠民政策账，并制成展
板，让村民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做好群众工作，用心是关
键，要千方百计把重点工作落细、落实。”王京辉说。

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南
疆四地州，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也是新疆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为了打好脱贫攻坚战，驻村工作队全力开展
技能培训、发展特色养殖、实施转移就业、培育脱贫产业。广大
驻村干部谋长远、出实招，助贫困群众走在增收路上。

“别小看我们的豆腐坊，它填补了本地的空白。”柯坪县
柯坪镇喀拉库提村有一间“丁丁豆腐坊”，是中石化西北石
油局驻村工作队经过市场调研开设的。“县里原来没有豆腐
作坊，都是从阿克苏运过来的，经常不能满足需求。”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丁雪林介绍，预计豆腐坊每年
可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带动3至5名贫困户就业。

豆腐加上黑木耳、平菇，已成为喀拉库提村“黑、白、灰”三
色脱贫产业。“父母身体不好，孩子上学需要照顾，在工作队的
帮助下，我开始种植黑木耳，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村民阿曼
古丽·买买提受益于黑木耳种植项目，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新疆各驻村工作队和村民一起生产、生活，为巩固发展
民族团结打下了坚实基础。“要用心交融、用情沟通，以具体
行动去维护和巩固民族团结。”来自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
分公司的驻疏勒县罕南力克镇博热其村工作队队长吴晓仑
真挚的话语代表了广大驻村干部的心声。

新疆驻村工作队覆盖全区解难题

脱贫攻坚实招多
本报记者 乔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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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清新，海水清澈，环境整洁，满
眼绿色，秦皇岛真是个美丽的城市。”陕西
游客吴永强对秦皇岛的美丽印象深刻。

近年来，河北秦皇岛市坚定不移走
绿色发展道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加快构建绿色
产业体系、培育绿色生活方式，让绿水青
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生态底色更亮丽

“很多年见不着的海豹，今年又来
了，说明咱这儿的生态越来越好了。”秦
皇岛渔民李长富开心地说。辽东湾斑海
豹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海洋生态环
境非常“挑剔”。今年，在秦皇岛近海区
域，久未谋面的斑海豹重现踪影，充分说
明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显著。

秦皇岛市委书记孟祥伟介绍，近年
来，秦皇岛将“生态立市”确立为城市发
展战略之首，加快打造京津冀城市群生
态标兵城市。

作为滨海城市，秦皇岛有众多入海
河流。为守护好一湾碧海，秦皇岛在全省
率先实行“河长制”。2016 年起，34 名市
级河长、113名县级河长、1463名乡村级
河长正式上岗，实现“每一米河道都有人
管”，不漏一个污染点。2017 年，秦皇岛

市在全国首批试点推行“湾长制”，划定
生态红线和开发边界，取缔“三无”船舶
1454艘。

通过建立全流域治理体系，综合运
用自然、物理、生态等多种修复办法，海
清河晏景象正在秦皇岛重现。秦皇岛市
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李悦鸿介
绍，2018年，全市10个国家、省级考核断
面水质达标比例为100%；饮用水源地和
近岸海域功能区达标率均为100%，北戴
河海水浴场水质I类标准达标率98.6%，
比2015年提高6.7％。

近年来，秦皇岛市大力实施通道绿
化、河流水系绿化、城区森林、沿海生态
廊道、特色经济林等造林工程，森林覆盖
率从 2015 年的 45%提高到 2018 年的
54%，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城市环境更宜居

2016年，秦皇岛全面启动“走遍秦皇
岛”活动。从市领导到社区干部，五级“路
长”每天走遍街头巷尾，现场解决问题，对
城市实现无缝隙、精细化管理。“目前，各
级路长徒步巡查已超过11万公里，发现
各类问题10万余个。一些社会反响强烈、
市民长期关注的问题，在干部们一竿子插
到底的努力下得到彻底解决。”秦皇岛市

城管局考核科科长魏玉琦介绍。
秦皇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副局长杨东明表示，通过“走遍秦皇岛”、
智慧管理平台、“全民洗城”等载体，秦皇
岛实现了城市细管、智管和众管。

此外，秦皇岛市还高标准制定城市
规划、推动城乡建设，全面改善城市承载
基础设施，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打造美
丽宜居的城市环境，形成人才和产业虹
吸效应。

在海港区燕阳里，曾经破旧不堪的
老旧小区拆光了违章建筑，“变身”美丽
花园；在海港区河北大街西段，高耸的

“茂业双子座”即将成为新的城市地标和
商贸中心……为打造一流国际旅游城
市，秦皇岛实施了茂业综合体、万达广
场、秦皇岛火车站、奥体中心、文化广场
等建设项目，建成一批城市容貌样板街、
商业特色街区。同时持续推进“无双违”
创建，累计拆除“双违”29117处、1639.5
万平方米，并按照“以城定港、港城融合”
的思路，着力建设国际知名旅游港和现
代综合贸易港。

优势支撑更得力

秦皇岛在大幅压减钢铁、水泥等过
剩产能和取缔“散乱污”企业的基础上，

聚焦旅游、康养、高新技术产业等优势产
业，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我们把旅游作为首位产业和主导
产业，突出‘可知、可达、可享、可再’，高
标准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秦皇岛
市市长张瑞书说。

近年来，秦皇岛市加快推动旅游转
型升级，打造了山海旅游铁路、葡萄小
镇、天女小镇等新型特色旅游项目，逐渐
形成“旅游+康养+生态+文化+农业”全
域旅游新品牌；积极拓展冬季旅游项目
和服务，拉长旅游时间轴，实现旅游旺季
变长变热，淡季变短变旺。

2016年，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
示范区成立，秦皇岛康养产业踏上高质
量发展征程。12家国内外顶尖医疗机构
入驻生命科学园，国际健康中心等重点
项目投入运营，46个重点项目加速建设，
核心区及休疗度假区、综合配套区、空港
贸易区、绿色农业区、生态涵养区“一核
五区”示范区发展框架全面拉开。

据悉，秦皇岛市正在重点发展高端
医疗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高端养
生养老休疗、健康管理等产业，做大做精
做强“医、药、养、健、游”五位一体的大健
康产业体系，使生命健康产业成为秦皇
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海 清 城 美 引 客 来
——河北秦皇岛市绿色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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