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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0日，省园林城镇考核验收组莅汝，对寄料镇、

米庙镇和夏店镇 3个乡镇创建河南省园林城镇工作进行考

核验收。针对园林绿化管理、绿地建设与管控、生态环境、市

政设施和特色风貌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李京泉
●11月 20日，省司法厅二级调研员王炳虎一行莅汝，验

收市交通运输局“河南省第二批行政执法责任制示范点”创

建工作。验收组根据打分表逐一核对察看，并现场随机抽取

了 5名执法人员进行测试。 宋乐义 郭永涛

●近日，市妇联负责人带领机关全体人员到米庙镇第四

实验幼儿园慰问，为小朋友们带去我市企业“爱心妈妈”捐赠

的过冬衣物、玩具和绘本等，并联系市第一人民医院为孩子

们义诊。 董洁英

近日，在名吃一条街的一家宾馆门前，一辆电动

车创新充电模式，被“卡”在台阶上充电，这种不常见的造型，

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 张亚萍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李鹏云） 近日，我市国

库集中支付电子化培训会在市财政局召开，市委办、政府办、

财政局、司法局等 19家试点预算单位的财务负责人参加培

训，这意味着我市财政国库支付电子化改革工作又向前迈出

重要一步。

培训会上，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向各预算单位说明国库

支付电子系统运行的技术环境，建议提前做好技术环境自查

和升级，保障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顺利上线。省正同信息科技

公司的牛孔琴老师现场操作，对国库支付电子系统中支付退

款、支付退还、支付调整等特殊业务进行了详细解读。

为保障培训效果，提升服务质量，市财政局现场创建微

信、QQ工作群，确保国库集中支付电子系统电子化改革工作

顺利推进。目前，参加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试点的 19家

预算单位国库支付电子系统试运行正常。

下一步，市财政局将加大预算单位的信息采集，逐步在

全市各个预算单位推广国库支付电子化系统。

2019 年的夏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

季节。经过 4 年多的摸索与探索，机关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进入攻坚区。“中人”待遇计

算已箭在弦上，迫在眉睫。多年的问题积累

和巨大的资金压力已成为摆在人社系统广

大干群面前一座越垒越高、难以逾越的大

山。

所谓“中人”，即 2014 年 10 月 1 日实施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参加工

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目前我省退休“中人”

的养老金待遇是按照 2014 年 9 月份工资标

准进行预发。退休“中人”养老待遇的核算及

补发工作涉及全市 2100 多名退休人员的切

身利益，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资金紧张怎么办？业务系统不稳定怎么

办？老百姓多次质疑怎么办？社会舆论如何

面对？面对重重压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新一届领导上任伊始，就将其作为提高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一项重要内容，

全力抓好推进和落实。要求相关科室工作人

员强化思想认识，提升政治站位，把确保“中

人”退休待遇落实摆上当前最重要位置。机

关养老保险中心作为对口科室，一定要压实

各级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如期完成工

作任务。

中心负责人一方面多次与省局联系沟

通，组织充实一线人员力量，列出任务清单和

时间表；一方面和局主管负责人一起多次到

财政局协调资金，落实资金到位情况。并按照

先易后难、分期分批、教育优先的原则，倒排

工期，稳步推进，促成“中人”待遇计算工作一

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迈进。

这是一场竞跑者与时间的较量，这是一

场新制度与旧体系的鏖战。机关养老保险中

心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汗水。“中

人”待遇核算，涉及政策条款众多，手续繁琐，

责任重大。从 5月初至今的半年多时间里，以

待遇管理科为代表的一班人用高度的责任感

和事业心沉浸其中。他们已经习惯了“5+2”

“白 +黑”的生活。无休止的加班成了家常便

饭，每晚零点以后才能回家成为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中心全体人员上下齐心，通力合作，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身心投入到“中

人”待遇核算工作。

天道酬勤，岁月不居。截至 11月 21日，

我市中人待遇核算人数实现重大突破，总数

已达 1681人，占比 79.48%，名列全省 29个排

名单位第 13名，省管县（市）中第 5名。

岁末的汝州依旧满城皆绿。这个时代正

经历百年未遇之大变革。顺应时代大潮，机关

养老保险中心从未有过的繁忙之季也将继

续。

面对挑战，虽艰难险阻仍豪情万丈。机

关养老保险中心全体人员纷纷表示，一定能

够担当起局党组赋予的重托，在激扬青春、

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尽职尽责，不

负重托，充分发挥我将无我的精神，将“中

人”待遇核算和机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行

到底。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武振宇

我市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座谈测评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11月 20日，我

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座谈测评会在市委七楼会

议室召开，平顶山市委第一巡察组组长常东华，我市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孟宪强出席会议。会议还对各相关单位主题教

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书面测评。

平顶山市法治政府建设督察组莅汝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郭延伟） 11月 20日，

平顶山市司法局副局长徐占政带领平顶山市法治政府建设督

察组一行 4人莅汝，对我市法治政府建设情况进行全面督察，

并召开督察工作会。我市副市长姚军柱陪同督察。

市政协视察科技创新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1月 20日，市

政协视察组一行先后到巨龙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汝州郑铁三

佳道岔有限公司、东江建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原大易科技

有限公司视察科技创新工作，了解现代科技运用手段和生产

经营状况。市领导张延芳参加活动。

连日来，市煤山公园、丹阳公园组织

绿化管养人员开展病虫害治理工作，为

绿化乔、灌木打药杀虫抵御侵蚀。由于药

剂有轻微刺激性气味，对人体皮肤会有

轻微灼伤，园内已张贴温馨提示，告知游

园市民不要接触打过药的树木，看到打

药车时可以绕行或戴上口罩。工作人员

在打药结束后将对园区内公共设施进行

全面冲洗和擦拭。

梁杨子 摄

11月 15日，在骑庄游园里，几位小朋友时不时地

拽着树、晃着树玩，其家长在不远处站着没有制止。

张亚萍 摄

刘荣德：一个行者画徒的艺术苦旅

将机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行到底
———我市机关事业单位“中人”待遇核算工作侧记

我市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
19家预算单位成为首批试点

油画家刘荣德

他的绘画语言、饱含强烈的精神感染力，

深刻地表现出中原地域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和

文化品质；他两次远赴俄罗斯求学，建立起具

有鲜明俄罗斯画派的个人表现风格。

1998年，他的油画作品“人民在呼唤”，参

加全军抗洪胜利美术作品展；2000年 10月，

油画作品“凝”参加北京崇文文化艺术节，获

得一等奖；2007年，油画“俄罗斯大地”“伏尔

加河”参加圣彼得堡华人美术作品展。2015

年，油画“古刹风穴寺”入选“油画中原 -河南

省百名画家走进汝州写生作品展览”；2016

年，油画“静谧”参加北京画院油画作品展览，

并被国中美术馆收藏。

他，就是我市著名油画家刘荣德。

艺术之梦 给了他捕捉美的眼睛

对于刘荣德来说，追寻油画艺术，是享受

自由、享受宁静、享受孤独的艺术苦旅。

1983年，青涩时期的刘荣德怀揣着大学

梦，本该进入大学校门，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

愿，便又怀揣着绿色梦踏入军营。他在部队艰

苦的环境里开阔了眼界，学习到了各种技能

和知识。因工作和个人爱好，他一边工作、一

边学习绘画、播音朗诵等。

因为音域宽广、播音突出，1990年夏天，

他有幸到北京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

员的培训学习。学习班归来后，他先后到上

海、吉林、重庆等地担任播音员。夏青和葛兰

老师把他分到了年龄最小的班，因为他特别

努力，上小课时，班主任肖玉就带着他们一字

一句地练口型。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个山西

太原的女同学因为当地口音比较重，在鼻音

重的字改不过来时，急得“哇”的一声哭起来

了，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后来肖玉老师用好

几种方法给她纠正过来。回到汝州后，他经常

与本地广播电台、电视台进行艺术交流切磋。

除了在部队完成宣传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我

市各种大型文艺活动，以及主持汝州电视台

每年的春节晚会。

在播音艺术突飞猛进的同时，他始终没

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梦想。

1999年至 2002年，他到北京中央美术学

院学习，专攻油画。进入专业最高学府，他才

知道绘画是怎样起步的。素描的造型结构，色

彩的色调把握控制，艺术的处理手法，审美观

念等，都让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在课上课下吸

收更多的营养，同时也让他喜欢上了大气磅

礴的俄罗斯油画。

2004年在北京，他一边学习油画，一边学

习俄语，为到俄罗斯学习做准备。他准备前往

俄罗斯去探究俄罗斯油画，探究欧洲油画的

来龙去脉。

从此，他在绘画艺术的海洋里自由自在

地遨游着。那时他风华正茂，在艺术道路上也

日益精进，如果从此面对的是一条平坦的人

生之路，那么他也许会成为一位并不出色的

油画家。

然而，对艺术的追求，却让他走上了另一

条布满荆棘的人生之路，走上了一条充满磨

难的俄罗斯之旅。

这次艺术苦旅，又给了他什么样的教诲

呢？

俄罗斯之旅 给了他追求美的执著

一个人，一条路，在追求艺术的路上，他

追寻着自己的快乐与孤独。

2005年 9月，他怀揣着好不容易筹集到

的并不太多的美元，踏上了飞往圣彼得堡的

飞机。当飞行五六个小时落地时，他眼前是一

片油彩般的金黄秋色，大片的土地上看不到

几个人。哦，这里是西伯利亚，九月份就有了

一派萧瑟。

刚到圣彼得堡的前半年里，他就像是一

个外星人，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学习、生活、

参观都让他不习惯，因为气候、语言、饮食以

及周围景观的不熟悉，让他心里发虚，感到后

悔。但为了自己的梦想，他咬着牙坚持了下

来。

俄罗斯一年中有 8个月处在寒冷季节。

为了抵御寒冷，俄罗斯的建筑墙都会是一米

左右的厚度，窗户也都是双层的，而暖气从每

年的 10月份就供上了。在研一第一个学期结

束后放寒假，正是圣彼得堡最冷的时期，当时

天气预报零下 40摄氏度。因为寒冷，他每天

醒来随便弄点吃的，完事后穿着棉衣就赶紧

回到被窝里。据他介绍，当时屋里的鸡蛋都冻

成了石头，即使使劲往地板上摔也不会烂，只

能在火上煮，一小时后才能煮熟。如果有紧急

事外出，穿上棉袄棉大衣棉帽厚围巾，脸上只

露两个眼睛，即便如此包装，走路十分钟不

到，眼皮就会冻结上白霜。

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是世界四大美院之

一。在这里，刘荣德凭着热心与勤奋，得到许

多优秀教授的指点，他那热衷中国传统文化

的情结，使他在系统学习历史学、地理学、哲

学、光学、色彩学、构图学、人体解剖学、绘画史

等学科上有了个性化感悟，在中国留学生中崭

露头角，思想性和艺术性进一步提高。

为了学习，他一点一点适应环境，一年后

就很自然地在俄罗斯大地上到处走走看看

了。

为了观看博物馆的艺术品，他从圣彼得

堡坐火车跑到莫斯科，又往东跑到弗拉基米

尔、诺夫哥拉得。跑到嘎赞时，当时已是深夜

12点，下车出站后一问宾馆贵得吓死人。为了

省钱，他和另一个同伴就又回到火车站，在候

车室那里坐着迷糊了半宿。嘎赞是油画大师

费迅的老家，那里有他个人的美术馆，他们的

嘎赞之行，就是要拜读大师许多未曾发表的

作品。如今，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面对大师

的精品，他们激动地几乎要跳起来。

行走在俄罗斯那广袤的大地上，这里比

他想象中更美———日出、晨雾、雪山、白云、蓝

天、木屋、松针、彩虹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花，点

缀在一片宁静、祥和与天然的色彩斑斓中。他

和它们一同享受着自然恩赐的阳光。

这里有足够的寂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

思考、创作。当他背着画夹坐在山头或湖边时，

草间的虫声，迎面的风声，远处的歌声……足

以让他忘却尘世间的一切，唯剩下自己。这无

疑是大自然对一个勤奋跋涉者的褒奖。

2007年 7月，在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学

习 2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拿着俄罗斯联邦

政府发的硕士证书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中国

戏曲学院附中教学。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几

年后他又回到了汝州。

大好河山 给了他创造美的启迪

他说，自己选择油画的艺术道路是因为

特别喜爱写实油画的艺术表现力。

在汝州工作教学了几年后，2014年他又

到了北京，参加了北京画院油画风景研习班。

2016年春，包括他在内，学校组织了上到哈尔

滨下到广州，西到兰州东到上海的全国各地

的油画名家 20余人踏上了到俄罗斯参观、写

生、交流的旅行。阔别将近 10年，他又来到了

俄罗斯大地，沿着俄罗斯母亲河———伏尔加

河沿岸写生考察，心情格外激动。到俄罗斯艺

术的最高殿堂———列宾美术学院交流，两国

艺术家在一起语言虽然有差别，但对艺术的

理解息息相通。

2016年 10月，他又加入到了北京写意油

画研究院写生创作团队里面，在王辉老师的

带领下，近几年到全国各地进行写生创作。

有人评价他的作品：“仿佛能闻到季节变

化中大自然的气息，只有到现场亲身感受的

人，才能画出激动自己感染众人的好画。除了

感动就是感激，你用行动诠释了美的真谛，你

用行动释放了美的真爱。”

这就是刘荣德想要的理想状态。当他摆脱

那种犹犹豫豫、眼花缭乱的繁杂世俗，抱着虔

诚与潜藏的态度，从绘画中找回最本初的精神

依托，让笔再现一切理想的、干净的、真诚的、

纯粹的、简洁的，最最了然、最最直接的东西，

他感觉重新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生活之磨砺更是创作财富。刘荣德悉心研

究西方现代绘画源流，熟悉莫奈、塞尚、梵高、

马蒂斯等，但他卓然而立，更关键的在于他摒

弃简单模仿做法，将自己长久浸淫之中国艺术

精神与西方艺术思想相融合，大胆创新，摸索

出其绘画语言，直率、刚劲、质朴的油彩意趣。

众所周知，油画艺术取向对于一个艺术

家来讲是很需要勇气的。一方面，油画有着悠

久的历史，历史上杰出的写实绘画大师和经

典作品辈出。艺术家若选择写实油画就意味

着他首先必须面对这些艺术巨匠，无论是在

油画技巧还是思想表达方面，继承乃至超越

这些前辈大师都是极具挑战的事情。另外，这

是一个极为丰富且充满各种艺术诱惑的时

代，沉湎于绘画而不谙世事，尤其需要勇气。

刘荣德将西方古典油画的技艺与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的审美意蕴融为一体，用作品表

达了自己的艺术理想，新近创作的写实油画

《古刹风穴寺》和《静物》等作品就体现了他的

艺术梦想。

他的作品看似是偶然截取的某个生活片

断，实则是经过精心构思的。他有着严谨精微

的写实技巧，但是他的写实画面不是以古典

的“美”为中心，或是直接以再现现实生活为

目的，他的作品包容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识，也

就是观念性的意图。他将技术语言与观念意

识充分融合起来，这使得他的作品有了厚度

与深度。他在艺术创作上的深思熟虑及实践，

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的才智与前景。

如今，他的作品多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各

种展览，多幅油画作品被北京国中美术馆、河

南美术馆、敦煌美术馆、福建小祚美术馆、云

南建投美术馆、延安美术馆等地及个人收藏。

油画语言是丰富的，他的作品也是丰富

的，这是他用锐利的眼睛在捕捉瞬间的色彩

变化，是用敏感的心灵在感悟人与自然的和

谐美好。如果能把寂寥甚至死气沉沉的景物

通过他心中的色彩描绘得富有活力与美感，

那么，他的艺术探索之旅，何尝不是一种个性

风格？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护绿喷药
绕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