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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7月开始到现在，历
时一年多的全市教育实践活动
已经收尾，但所有的结束，都是
新行程的开始，活动收尾绝不
是作风建设收场。作风建设没
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
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紧密结
合郑州实际，把握新形势下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作风建
设的特点和规律，采取了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探索了有
益做法，积累了宝贵经验。教
育实践活动扎实有效，基本实
现了党员干部思想进一步提
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
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
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基层基础

进一步夯实的预期效果。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

劲退千寻”。作风建设一阵子
易，一直坚持着难；善始易，善
终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
作风建设具有长期性、反复性、
渐进性等特点，稍微松懈就可
能前功尽弃。因而，作风建设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在看到
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取
得的成果只是初步的，基础还
不稳固，“四风”反弹的危险依
然存在。特别是中央和省委指
出的问题和不足在我市还不同
程度地存在，有的还比较突
出。在作风建设问题上，不但
不能松口气，而且应当加码，必
须从严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

作风建设的艰巨性，坚持思想
不疲、劲头不松、标准不降、力
度不减，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的“四个防止”“三个着力”要
求，在兑现承诺、解决问题上一
抓到底，在专项整治、正风肃纪
上一抓到底，在完善制度体系、
严格制度执行上一抓到底，扎
实抓好教育实践活动各项后续
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成果，
以“严”贯之，以活动实效取信
于民。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
远没有休止符。”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要求部署，站在推进
从严治党的新起点上，我们要
矢志不移，坚持把建章立制贯
穿始终，促进作风建设的常态

化、长效化。作风建设直接影
响到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看法，
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
的形象。好作风的形成是一
个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过
程，需要日积月累的培育。不
良作风随时都有可能反弹，一
旦松懈就会前功尽弃。因此，
作风建设要坚决摒弃“过大
关”、“松口气”的心理，牢固树
立转作风永远没有“完成时”
的意识，用“自责之心、愧疚之
情”去激励自己，把服务好人
民群众作为一种自觉、一种标
准、一种习惯。

当前，我们正处于“抢抓机
遇、奠定基础、确立地位”的关
键期，能否适应我国经济“新

常态”，履行好省委、省政府赋
予我们的“双重”责任，抓住国
家和省委、省政府支持航空港
实验区建设的机遇，把郑州打
造成国际化、现代化立体综合
交通枢纽，以大枢纽带动大物
流、大产业，实现郑州的跨越
发展，奠定以国际商都为特征
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基础，确立
郑州未来在国内外的地位，是
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担当和
历史使命。适应新形势，完成
新使命，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
巩固扩大活动成果、持续改进
作风、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
设，为郑州都市区建设提供坚
强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作
风保障。

本报讯 昨日上午，受市长马懿
的委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孙金献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5次
常务会议，重点听取《郑州市重
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安置办
法》和《2014年郑州市重点安置
对象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方
案》的汇报。

为做好我市重点安置对象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切实保障
退役士兵合法权益，扎实推进
退役士兵安置改革进程，市民
政部门起草了《郑州市重点安

置对象退役士兵安置办法》。
会议认真听取了市民政局关于

《办法》制定的政策依据、新政
策主要精神、新政策对我市安
置工作的影响与要求、《办法》
的主要内容和征求意见情况等
的汇报。

《办法》所指重点安置对象
是指，士官服现役满12年的、服现
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
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
的、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8级
残疾等级的、是烈士子女的。

《办法》明确了市直单位、各
区和国有、国有控股、国有资本占
主导地位企业各自承担的安置任
务、年度安置计划的下达、安置的
实施和相关要求等，明确要求各
地要确保本地重点安置对象退役
士兵全部妥善安置到位。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原则
上通过了《办法》，同时要求对
重点安置对象进行细化标准、
量化考核。会议明确，今年是
全面落实新安置政策的第一
年，《办法》适用于今年接收的

重点安置对象。
根据《办法》有关要求，结合

今年我市接收重点安置对象退
役士兵情况，市民政部门制定了

《2014年郑州市重点安置对象退
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方案》。《方
案》要求，退役士兵一经分配，用
人单位和退役士兵双方必须严
格遵守，不得更改。接收单位应
在12月底前办理完接收手续并
按要求落实编制、安置岗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问题。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青藏铁路
全线建成通车

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全长
1956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
的高原铁路。建设青藏铁路是
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有关部
门就着手研究进藏铁路问题。
1958 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
宁至格尔木段开工，1984 年交
付运营。但是，限于当时国家
的经济实力和高原、冻土等筑
路技术难题尚未解决，格尔木
至拉萨段被迫停建。1994 年 7
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后，铁道部对进藏
铁路进行多方案选线，提出首
选青藏铁路建设的建议。200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
建设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
至拉萨段。青藏铁路格尔木至
拉萨段全长 1142 公里，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地段达 960 公
里，最高点海拔5072米，经过连
续多年冻土地段550公里，是世
界铁路建设史上最具挑战性的
工程项目。2001 年 6 月，青藏
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
建设。各参建单位和广大铁路
建设者顽强拼搏，勇克难关，破
解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
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技术难
题，创造了多项世界铁路之
最。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
建成并实现全线通车试运营。
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对于青
藏两省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增进民族
团结和巩固祖国边防，都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新华社

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
四类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年受水37.69亿立方米 大部分是粮食主产区

南水北调为“中原粮仓”提供“水保险”

河南省是我国的粮食主产
区，素有“中原粮仓”的美誉，然
而近年来却连续遭遇干旱灾害，
威 胁 到 粮 食 生 产 安 全 。 虽然
2014 年 河 南 省 夏 粮 总 产 量 达
667.76亿斤，再次突破历史记录，
实现十二连增，但是连年丰收的背
后，水资源隐忧却越来越突出。

2012年，河南省2000多万亩
秋作物受旱，2013 年，超半数市
县重度干旱，而 2014 年，河南又
遭遇63年来的最严重旱情，全省
秋作物受旱面积最高时达 2714
万亩。干旱已经成为影响河南
粮食生产的第一自然灾害。

“河南面临的干旱问题不再
是季节性、流域性的干旱问题，
已经出现水文干旱。”黄伟说。
为抗旱保生产，河南大部分地区
不得不依赖抽取地下水。“连续
抽取地下水，已经使得河南省部
分地区地下水资源状况堪忧，豫
西以及豫南地区地下水位大幅度
下降，机井衰减幅度超过30%。”河
南省防办督察专员赵连峰说

“南水北调每年向河南调水
37.69亿立方米，如此巨大的水源
补给，将会明显改善河南水生
态。”河南省南水北调副主任刘
正才说。

南水北调水源将主要用
于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原
来挤占农业的城市生活用
水 将 被 置 换 出 来 ，反 哺 农
业，这将有效改善受水区农
业生产条件。

滑县水务局副局长韩晓
伟表示，虽然滑县是农业大
县，但为保证城镇供水安全，
滑县每年都会优先划拨城镇
用水，农业水资源受到限制。

“南水北调通水后，每年分配
给滑县的 5000 多万立方水已
经能够充分保障城市生活用
水，农业生产水源将不再遭到
挤占。”韩晓伟说。

刘正才表示，在河南省
34 个南水北调受水县中，大
部分是粮食主产区，南水北调

通水后将极大改善这些产粮
大县的农业水利条件，提升河
南粮食生产的整体效能。

“小麦增产的第一个问题
就 是 水 ，目 前 河 南 省 还 有
1600 万亩旱地小麦，平均产
量在每亩 300~400 斤，南水北
调水源补给保证后，这些旱地
小 麦 亩 产 将 达 到 800~1000
斤。”黄伟说。

黄伟表示，南水北调通水
后，还将明显提升受水区土壤
的蓄水能力，提高农作物抗旱
能力，同时改善局部地区小气
候，减少干旱极端气候的发生
可能，从而改善河南农业生产
大环境，确保“中原粮仓”粮食
生产安全。
据新华社

34个受水县，大都是粮食主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