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命啊！”2021年 8月 30日夜 9点左右，在汝州剧院广场东北角，一
个年轻人和朋友正在聊天。此时一声尖锐的喊叫声刺穿了平静的夜晚。这

个年轻人看到一群人惊慌失措的样子，他骑上电动车，第一个冲到事发地

点。在现场，他看到一个女人满身鲜血躺在地上，他上前发现这个女人已

经没了呼吸，另一个女人手臂鲜血直流，在痛苦的哭喊，另一边两个男人

扭打在一起，情况十分危急。此时他不确定谁是行凶者，大声问道“谁杀

的人”，手臂受伤的女子哭着说上边那个。他没多想当即冲过去，把那个

人扑倒，压在身下，凶手拿着刀的手无法动弹，于是用头撞地企图自残。

年轻人又用手卡住凶手的脖子，此时在场的其他人迅速报警，警察很快

赶到了现场。

这个年轻人就是平顶山市、汝州市见义勇为模范李鹏。

赤手空拳制服凶手的李鹏是干什么的？他练过武术吗？从事什么职

业的？记者颇有些好奇。
3月 27日下午，记者在市区风穴路“名发世家”理发店里，见到了正在给

人理发的李鹏。这是李鹏的工作室，他是禹州人，30多岁，来汝州创业十多年
了，现已在汝州安家。这个十几平方米的理发店就是他在汝州的生计。见到

记者，这个高大健壮的李鹏有些腼腆。

（下转第 2版）

见义勇为模范李鹏有这样的“习惯”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万坤

山） 一批馆藏珍贵档案资料成功申报为河南省档案文献

遗产，接待查阅者 1000多人次，举办“历史影像·汝州记忆”
老照片展、“文化汝州·山水绿城”和“同心抗疫·汝州有我”摄

影展，组织拍摄、收集照片 1100多张，录制视频 600多分
钟。去年以来，市档案馆负重奋进，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全面

提升服务水平，积极做好档案馆基础业务及基层档案室的

建设，大力实施“汝州记忆工程”等多项工作，传承汝州历史

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市档案馆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在原有档案库房管理

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三结合”即结合规范管理标准、结合日

常运行中发现的短板漏洞、结合先进县市的经验做法，重新

修订完善了档案安全保密制度、档案清点普查制度、档案灾

备制度等，并做好制度日常落实，确保馆藏档案安全。

开展档案接收和整理工作，先后接收市政府办等单

位文书档案 3000余件，接收二高等单位档案 2000余件，
接收《平氏家谱》等各类书籍 20余种类，接收鹳鱼石斧图
彩陶缸捐赠合影等珍贵照片一批，进一步丰富了馆藏。整

理馆藏中共临汝县委、临汝县政府革命历史档案，并申报

为河南省档案文献遗产。

去年以来，市档案馆先后接待查阅者 1000多人次，
提供利用档案资料近 1500卷（册）次，为《汝州市教育志》
编撰工作提供馆藏档案 300余卷。

今年 3月 21日上午，市档案馆举办各乡镇（街道）、
市直机关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有关驻汝单位、各人民

团体档案工作人员 90余人参加的档案业务培训班，进一
步提升各单位档案管理水平。

指导民营企业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先后对河南煜达

阀门、天瑞集团、金庚医院等企业开展档案业务指导，促

进了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先后开展了“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举办了“历

史影像·汝州记忆”老照片展、“文化汝州·山水绿城”和“同心抗疫·汝州

有我”摄影展，共展出照片 100余幅，线上展出我市文化界名人捐赠“建
党百年”书画作品 100余幅。举办“迎接二十大档案颂辉煌”主题征文活
动，组织全市文化、文史爱好者和广大师生积极参与投稿，并推荐优秀稿

件参加国家档案局征文活动。

组织拍摄、收集照片 1100多张，录制视频 600多分钟，留存古建筑、
传统村落、文化遗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历史记忆。组织人员深

入乡村，通过捐赠、寄存、复制、征购等形式，征集碑刻等实物 20件（套）。
组织采访汝州文化名人、抗战老兵等 20多人次，拍摄照片 800多张，录
制口述档案 500多分钟。参与《汝州市教育志》《汝烟记忆》和《高岭志》编
撰工作中所需照片的收集、拍摄、整理工作，共计 1万多张。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高素会） 3月 28日，汝
州市委宣讲团走进市应急管理局，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高级讲师高扬

作宣讲报告，市妇联、市人大机关、烟草局、省陆浑灌区汝州市管理局的相关

同志 60人一起聆听了宣讲报告。
宣讲会上，高扬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

从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导伟大社会革命、牢

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等六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了深入阐

释。宣讲报告内容丰富，既有思想高度、理论深度，又结合工作实际提出

了专业、深刻、独到的见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为与会人员学

懂弄通做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了有力指导。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注重学以致用，将理论和实际工作相结合，在

理论学习中汲取营养、寻找突破，结合各自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争取

做到学得好、用得好、干出成效，在学思践悟中为汝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市委宣讲团走进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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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梁

亚波） 3月 28日，在温泉镇南刘村集体经济项目辣椒
种植基地内，一台辣椒直播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伴

随着轰隆隆的声响，一条条黑色的塑料

薄膜整齐出现在田地上（如左图）。

辣椒直播种植是该村引进的新

技术，不用再育苗也能达到育苗的目

的，省时省力还节省成本。“一台辣椒

直播机，每天可播种 20亩以上，同时
在播种的时候，地膜和滴灌带铺设一

次性完成，非常高效。”基地负责人张

占胜说。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南刘村

在经过多方考察后，采取“支部 + 合
作社 + 公司”的形式来发展辣椒种植
产业。支部拿出土地，合作社和公司

负责资金投入、辣椒种植管理和销

售。“辣椒产业是个风险相对较低，且很有市场的一

个产业，南刘村集体经济刚起步，这个产业很适合我

们。”南刘村党支部书记田奇善说。

确定这个产业后，南刘村利用 80亩村集体土地种
植辣椒，40亩采用直播的方式种植朝天椒，另外 40亩
采用移栽的方式种植线椒。辣椒种子是从湖南采购的，

每亩地种子费用在 150元左右，加上地膜和滴灌带投资
每亩在 350元左右。地膜用的是 1.5丝“银 + 黑”的双面
地膜，保温保湿效果好，辣椒成熟后也好回收，不会造成

污染。

“现在播种，到 8月份辣椒就会成熟，亩产在 2500
斤左右，最近几年行情好，一亩地效益可达 7500元。辣
椒采摘需要大量劳动力，80亩辣椒需要近百名采摘工
人，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张占胜介绍说。

“我们也是先种 80亩做试验，如果今年效益好的
话，会扩大种植规模，带动群众一起种植，共同增收致

富，以此来实现南刘村的产业兴旺。”田奇善笑着说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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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2022年 10月 26日，党的二十大闭幕

后的第一次外出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了陕西延安，看看老乡们脱贫后生活怎么

样，还有什么困难，乡村振兴怎么搞。总书

记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富民政策

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人民至上。人民领袖的“三农”情怀

再次写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总书记很关注农业科技。咱现在

‘科技范儿’种粮，天上‘北斗’帮忙，地上

‘大铁牛’作业。”黑龙江抚远市玖成水稻

种植合作社理事长袁胜海难忘，“2016年
总书记来到咱合作社，察看机械插秧，还

登上一台插秧机体验操作。机械的工作

原理、购买价格、插秧效率等，总书记问

得深，点得透，一看就是行家里手，对农

民有感情。”

“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一把老

百姓特别是农民。”从基层一路走来，乡

村那些人、那些事，装在总书记心里。

大棚里、田埂上、果树间、农舍前，看

账本、话家常，耐心听、细致问。“不让种

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让乡亲们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不仅城镇要好，乡村也要

好，乡村城镇一样好”……爱农重农、兴

农强农，深深牵挂。

一个“悬崖村”，习近平总书记一直

惦念着。
2017年全国两会，参加四川代表团

审议时，总书记谈到有关这个村的新闻

报道：“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

揪心。”曾经的“悬崖村”，村民进出只能

靠峭壁上藤条和木棍编成的 17段“藤
梯”。

2022年全国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上，总书记仔

细端详照片，看到昔日摇摇欲坠的藤梯

已换成稳稳当当的钢梯，总书记关切地

问：“乡亲们都下来了吧？孩子上学、老人

看病，都下山住了吧？”

为了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不

畏严寒酷暑，不惧山高路远，再忙也要挤

出时间。

“8年来，我先后 7次主持召开中央
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
走遍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
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

实际情况……”

最深的牵挂，最坚定的决心。2021年
2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完

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

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脱贫攻坚连着乡村振兴这步更大的

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现在

从整个国家来讲，实现了全面小康，接下

来要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的道

路。在这条道路上，农村就是要推进乡村

振兴，方方面面都还要芝麻开花节节

高。”

农业现代化咋实现？
2020年全国两会，在看望参加政协

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这个特别的词———当年在陕北黄土地

上，乡亲们告诉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将

来干活挑着金扁担”。

“‘金扁担’，我把它理解为农业现代

化。”强国必先强农，总书记的目光看向

更远的未来。

春光融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

沟村果园里，果农们正忙着剪枝、清园。

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张润生记得真

切：“去年 10月，总书记来到果园里，和
我们拉心里话，询问种植技术、采摘方

法、品种质量、销售价格、村民收入以及

如何发展苹果种植和其他产业等，并关

心灌溉和用水问题，称赞说，‘这就是农

业现代化，你们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

方向。’”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2.4%，全
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达 118
个，放眼广袤乡村，这十年，总书记考察

过的小苹果、小茶叶、小木耳、小黄花

……一个个“土特产”变身乡亲们增收致

富的大产业，乡亲们的“金扁担”越挑越

稳。

乡村未来什么样？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总书记念

兹在兹。

山清水秀、云雾缭绕，四川绵阳市北

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风景如画。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

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

样子。”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通

过视频连线向乡亲们、游客们拜年时高

兴地说。

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

后，农家乐又火起来，游客越来越多，日

子越过越红火。”

水变清、路变畅、网变快，公共设施

提档升级，“环境美”携手“生活美”。正在

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答卷的村村寨寨，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赵子
豪） 3月 28日，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赵
国良带队到我市调研考古遗址保护和利

用工作，并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我市领

导赵战营、范响立陪同并参加座谈会。

调研中，赵国良一行先后到温泉遗

址、张公巷瓷窑遗址、煤山遗址详细了

解我市历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学术

价值、经济文化价值以及发掘保护工作

具体情况。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考古

遗址保护利用情况及遗址研究、保护、

开发、利用具体措施。政协委员们也聚

焦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积极建言献策。

赵国良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

强顶层设计，深刻认识加强文化遗址遗

存发掘保护利用的重要意义，着力健全

体制机制，重视管理提档升级，更好地

促进文旅融合。政协系统要立足政协制

度优势，充分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

用、文化历史资政育人的特殊作用、政

协委员代表性强和联系面广的优势，围

绕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积极建言

献策、广泛协商议政，主动参与到文化

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中来。与会人员要

充分借鉴文化研究成果，研究解决问

题，吸纳意见建议，更好地提升汝州市

的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总书记的“三农”情怀
人民日报记者 朱隽 常钦

温泉镇南刘村

“支部 合作社 公司”让集体经济“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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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7日，庙下镇小寨村的脱毒甘薯育苗大棚里的薯苗

长势喜人，村民们有的除草、有的浇水，现场一派繁忙。

据了解，庙下镇小寨村与河南科技大学合作，建立了甘薯

产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了河南汝硒薯业科创园有限公司、园

区党支部、工会。目前，已入驻甘薯种植合作社 7家，种植面积

3100亩，带动就业 800多人，示范带动全市 25000余亩，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 50万元以上。 李浩然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晶） 3月 28日，记者从我市 2023年
灾后重建暨高标准农田、户厕改造项

目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我市 2021年实
施 7·20灾后损毁项目共涉及 17个部
门，936个项目，投资额共计 4.064亿
元，目前已开工项目 936个，已完工项
目 933个，完工率 99.7%。同时，我市积
极与省有关部门对接沟通，纳入省灾

后重建规划内项目 148个，其中涉及
水利 123个项目，农业农村 3个项目，
交通运输 22个项目。总投资额 2.8亿
元，目前已完工项目 120个，完工率
97.6%。

7·20洪涝灾害发生后，全市上下
迅速行动，市主要领导带头指挥，各部

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科学开展灾情

核查、规划编制等工作，统筹安排、周

密组织、精心实施，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我市要求相关单位把省交办问题

整改作为重大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坚

持标本兼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责任

意识，确保将问题整改到位。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相关单位安排专人负责，认

真落实省、平顶山市灾后重建办的通报

要求，明确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全力推

动。加快资金支付进度，相关单位明确

工作任务，夯实保障职责，着力强化监

管，创新工作方式，以“四个聚焦”持续

提高灾后重建资金支付率。即：聚焦责

任落实，着眼相关会议安排部署重点任

务，全面梳理财政部门资金保障重点，

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科室，确保扛

稳扛牢财政保障责任；聚焦资金保障，

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争取上级

资金，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措灾后

重建资金，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有力的

资金保障；聚焦统筹整合，市灾后重建

办按照“按指标列项目做报表”的思路，

整理项目工程信息资料，及时掌握灾后

重建项目实施进度、资金拨付情况；聚

焦资金监管，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加强

灾后重建资金支付进度工作调度，确保

支付进度与项目实施进度相匹配，提高

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我市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赵国良在我市专题调研考古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时强调

积极建言献策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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