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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自 2018年 8月 1日实
施“两开放”以来（机关事业单
位内部停车场、卫生间免费对
外开放），已取得明显成效，但
在近期组织的督查暗访中，发
现部分单位重视程度不高，落
实不到位。为确保“两开放”
工作扎实有效推进，现将“两

开放”具体要求公告如下：
1.开放时间：全市机关事

业单位卫生间都要无条件全
天对市民开放；停车场节假日
期间全天对市民开放，工作日
期间当日 18:30—次日 7:00 对
外开放。

2.开放范围：除涉密单位、

军队、学校外，全市各级机关事
业单位（含直属单位）均免费对
市民开放。

3.投诉举报电话：0395-
12345。

市“创文”办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19年7月2日

关于实施“两开放”的公告

杨 迅 （1921 年 ～1944
年），原名杨富根，乳名杨
根，开封市人。1944年5月
10 日，在抗日革命根据地
湖北省云梦县的张家砦村
惨遭杀害，年仅23岁。

杨迅出生于一个贫困
的市民家庭，随父母逃荒
要饭到舞阳县城定居。12
岁入舞阳县城北大街朝阳
私塾念书，念了不到 3年，
就因家贫被迫辍学。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在外地求学的舞
阳青年学生相继回乡，在
中共舞阳党组织的指导下
成立了舞阳县“抗日青年
救国会”。舞阳县火热的抗
日救亡活动感染了杨迅。
杨迅不分早晚地往青救会
跑，白天看书看报，晚上
参 加 夜 校 识 字 班 ， 学 文
化，听抗日救国宣传。青
救会排练节目或组织演出
时，他积极参加排演和练
唱。

1938年3月，杨迅到青
救会总务股，帮助油印材
料和发行 《救国三日刊》，
有 时 还 随 队 到 吴 城 、 尚
店、铁山等地演出。在青
救会繁忙的工作之余，杨
迅主动同 50 多名街道少年
儿童建立联系，向小朋友
讲国家的形势和抗战的道
理。1938年5月，青救会决
定成立儿童团，由杨迅担
任团长。不久，儿童团就
发展到了200多人。他们组
织出版街头壁报，刷贴标
语，宣传共产党的救国政
策，使儿童团成为舞阳抗
日救亡宣传的一支有生力
量。

1938 年夏，杨迅光荣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
任中共舞阳县委地下交通
员，后又兼做中共豫中地
委交通工作。杨迅不负党
的重托，无论是传达指示
或是通知开会，总是一字
不漏，传达文件万无一失。

1939年4月，杨迅受舞
阳县委委派到河南省委所
在地确山竹沟，先后进入
省委举办的教导大队和党
训班学习。在竹沟的学习

和锻炼，使杨迅立场更加
坚定，政治上更加成熟。
12 月，杨迅被分配到京安
县第三区 （青龙潭） 任工
作队员。1940年2月，杨迅
被调到京安县桑树店区任
组织委员兼分区书记，5月
到京七区任区委书记。杨
迅在京七区全力组织当地
群众互帮互助，妥善安置
无房农户，恢复生产，开
展边区政权建设和组织抗
日武装。对全区被敌人破
坏了的水利设施进行修整
和改造。从 1940 年冬天到
1941年春，全区 24段河堤
和 1.35 万余口塘堰全部得
到维修和重建。杨迅深入
群众之中，很短的时间就
组建了区基干民兵队，并
以程子畈村作为基点，自
做红缨枪，进行讲课和训
练。后根据形势需要，成
立了区中队和乡自卫队，
杨迅任政治委员。后来，
京七区武装中队升级编入
县直属大队。

1942年6月，杨迅调任
中共云梦县农救会主席。
翌年1月任县委委员，县委
民运部长。1943 年间，是
整个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
月，有个别人甚至对革命
和夺取全面抗战胜利缺乏
信心。杨迅主动找他们做
工作，帮助这些同志克服
消极思想，增强他们的抗
战必胜信念。

1944年5月，杨迅到云
梦县刘砦村一带开展民运
工作。由于他秉公办事，
得罪了徇私舞弊的税收工
作人员胡火法，胡心生怨
恨叛变投敌。5 月 10 日拂
晓，叛徒胡火法带着 50 余
名日伪军到陈家大湾村抓
捕杨迅。杨迅机智灵活地
同敌人周旋，最后终因寡
不敌众，被残忍地杀害。
当地人民群众把杨迅安葬
在云梦县余家剅村附近的
岗岭上。全国解放后，云
梦县委、县政府又重新修
葺了烈士墓地，并树立了
纪念碑。

市委史志研究中心宣教科

杨迅：深入群众 组织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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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日，家住市区滨河西
路永信伯爵山小区的陈先生给记
者打来电话称，滨河西路一到晚
上就成了“大型停车场”，路边
停满了车辆，影响附近居民通
行。

7 月 8 日晚 8 时，记者来到
滨河西路，发现道路两旁并没
有施划停车位，但路边仍停满
了各类车辆，使原本宽敞的马
路变得很是狭窄。两辆车若在
路上相向行驶，需要小心翼翼
错让才能通过。

记者注意到，从滨河西路通
往河堤的几个入口处，也都停满
了车辆。行人晚上要到河堤游
玩，只能侧身从停放车辆之间的
缝隙里通过。

“每天晚上路边都停满了
车，若停得规矩还好点，还不至
于太影响通行。但有的车停得比
较离谱，几乎占据半幅路面，从
这里过非常不便，经常造成交通
拥堵。”附近居民吴女士说，还
有一些“广告车”“僵尸车”也
经常停在这里，不仅占地方，而
且煞风景。

“早上上班时间，这条路比

市区的主干道都堵。路两边都是
车，本来就不好走，一些车辆还
在路中间调头。早上想开车从这
里出去，起码要半个小时。”在
附近居住的徐先生告诉记者，他
现在宁可绕道，也不愿从这条路
通过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滨河西
路上分布着几个大型居民小区，
这些车辆大多都是附近小区业主
的。“为了不交停车费，他们宁
可把车停在机动车道两侧，也不
愿开进小区的停车场。”一位居
民告诉记者。

“对车主们来说，在这里停
车是方便了。可对我们这些周边
居民来说，车停这里，造成交通
混 乱 ， 影 响 通 行 ， 让 人 很 心
烦。”市民陈先生说，希望相关
部门能出台一些措施，或合理施
划停车位，或督促车主把车停进
小区。

这段路咋成了停车场

（上接01版）

近几年，我市经常在春节前
夕开展“过大年、谢父母”感恩
教育等系列主题活动，把经典诵
读融入“我们的节日”活动中，
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强化市民对经典文化的理解
和认同，进一步增强爱我中华的
民族情感。

成立读书协会，入企业、进
学校举办阅读讲座，邀请儿童文
学作家进校园开展签售活动；推
出“你选书、我买单”服务平
台；举办图书漂流活动；开展图
书进村、进校园、进家庭、进机
关、进企业和进军营活动……正
是这样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氤氲书香飘满全城，掀起了全
民阅读的热潮。

近年来，我市为持续推动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开展了“倡导
全民读书，建设书香漯河”活
动，分别在各区设立了智慧阅读
空 间 ， 打 造 居 民 身 边 的 “ 书
屋”、家门口的“书屋”，以读书
促社会和谐，用文化生活提升城
市气质、彰显城市文明，努力打
造城市文化新符号、精神文明新
地标。

为了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
书，我市制定了全民阅读指标体
系和《漯河市全民阅读活动实施
方案》，涵盖各县区、各单位开
展的300多项全民阅读活动。还
搭建全民阅读数字平台，开通了

“移动图书馆”“微信图书馆”等
移动阅读服务平台。

我市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大力加强对全民的思想道德
教育，把倡导全民阅读作为文化
惠民的重要举措、文化强市战略
的有力抓手，借此不断提升市民
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不断营造
全民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
书香氛围，不断激发深层次的文
明力量，提升市民文化素养，增
添城市文化气息。

今天，阅读让沙澧大地处
处洋溢着浓郁的书香、飘洒着
文明的雨露，不断绽放新的精
彩。一座让阅读点亮梦想、因
书香焕发光彩的文明之城，正
在蓬勃兴起。

晨读 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路边停满了车辆路边停满了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