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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群众：
新 春 佳 节 即 将 来

临，漯河市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领导小组办公室
预祝您新春愉快、身体
健康！欢庆之余请您配
合做好我市全域烟花爆
竹禁燃禁放管理工作。

烟花爆竹燃放会释
放 出 大 量 有 毒 有 害 气
体，造成严重空气污染
和噪音污染，并易引起
火灾，对我们的身心健
康和人身财产安全造成
严重威胁。为了空气更
加清新、环境更舒适，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漯
河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 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我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
内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 在
此，我们向广大群众发

出倡议：
1.从我做起，拒绝燃

放烟花爆竹，选择电子
爆竹、喜庆音乐、鲜花
等安全、环保的喜庆方
式过节、办事。

2.自觉宣传禁燃禁放
烟 花 爆 竹 的 理 念 ， 教
育、引导、劝阻家人、
邻居和亲友，不燃放烟
花爆竹。

3.通过微信等各类新
媒体平台积极传播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信息，倡
导安全、文明、环保生活
新理念，传播正能量。

请大家积极配合我
市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工作，为环保助力，
也感谢大家对我市全域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的理解和支持！

漯河市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月12日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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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 辉）廉不
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春节
临近，又到抓作风、反“四风”
的重要时间节点。1月20日、21
日，市纪委监委组织人员展开了
明察暗访，严查党员干部赠送收
受高档烟酒、名贵特产等违规违
纪行为。从检查情况看，总体情
况较好，但仍有个别党员干部置
若罔闻、不知敬畏，不收敛、不
收手，顶风违纪。

检 查 组 一 行 首 先 来 到 县
（区） 委、政府门口附近蹲守，
看看有没有公职人员开着车出
来，在路边接头收受他人赠送的
礼品。

“这些年，随着纠‘四风’
持续开展和高压态势，党员干部
明面上收受礼品基本上销声匿
迹，但一些人改头换面，由明转
暗，潜入地下，打手机把人叫到
单位门口或单位附近。”检查组
的人员说，他们还根据大数据分
析和群众来信来电反映的问题，
选定监督检查的重点区域，重点
围绕具有审批审核工程项目和具

备行政执法职能，容易发生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问题的部门进行明
察暗访。

检查中发现，去单位送礼的
少了，一些小区门口附近却热闹
起来。1月 20日晚上 7点多，检
查组来到黄山路一小区门卫室。
推门进去，发现屋子里摆放着高
档烟酒、海鲜特产和一些国外进
口的红酒，每件礼品上都用纸条
写着收礼人的姓名。检查人员对
一些疑似问题线索进行了登记。

检查中还发现，一些送礼人
和收礼人开着车在路边接头。

1月 21日晚上 6点多，在辽
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附近，一辆
白色汽车停在路边。不一会儿，
一辆黑色汽车驶来。白色汽车上
下来一个人，迅速从后备箱里抱
出一箱高档酒，拉开黑色汽车车
门放了进去，还客气地说：“领
导，过年了，来给你拜个年，有
啥事你吭气啊！”

1月 21日晚上 7点多，在祁
山路南头一小区，一名中年男子
刚把一箱酒和一提水果放在大门

口，看到检查组前来检查，赶紧
返回去，把酒和水果又拎回车
里。由于太慌张，竟然把系酒箱
子的绳子扯断了。开车慌忙离开
时，还撞住了路边的道边石。看
到这一异常情况后，检查人员立
即上前，询问他给谁送的，对收
礼人的身份进行核实和登记。

“对党员干部来说，‘节点’
就是‘考点’。党员干部一定要
明确纪律红线，坚守行为底线，
筑牢思想防线，减少‘节点’被

‘围猎’和‘腐蚀’的危险。”市
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
责人说，他们将抓住春节这个关
键节点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和突
破口，持续开展明察暗访，把整
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
源谋取私利和整治“高档酒”

“天价烟”背后“四风”问题，
与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
出问题结合起来，特别是紧盯花
样翻新、隐形变异的“四风”新
动向，对发现的有关问题线索，
比对排查，锁定人员身份，严肃
处理。

市纪委监委明察暗访

严查赠送收受高档礼品 饮酒有度 健康过年
□本报记者 张新锐

喝酒不酗酒

春节是喜庆的日子，喝
点酒可以，但别酗酒。

“亲朋好友聚会，往往
因为过分激动，喝酒变成了
酗酒，喝得身体受不住。”
说起春节喝酒变酗酒的事，
召陵区春和家园小区居民张
战军一个劲儿地摇头，“我
是真心反对过年酗酒的。”

“我们已经向全体村民
发出了春节期间文明喝酒的
倡议，强调不要酗酒，还从
酗酒出事后要负法律责任这
个方面进行劝导。我们的倡
议已经得到村民的广泛响
应。”1月 16日，黑龙潭镇
黄赵村党支部书记黄风宇
说，“喝酒不酗酒是乡村文
明建设的一部分，是移风易
俗，村里非常重视。”

劝酒不逼酒

“喝点酒可以，但不能
过分地劝酒、逼酒。”源汇
区泰源小区居民杜之文说，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难得一
聚，喝点酒可以打开话匣
子、拉近彼此距离，但是，
过分地劝酒、逼酒反而会伤
了感情。

“每个人的酒量是不同
的，然而，酒量差的人常常
不被待见，不喝酒更不被待
见，似乎不能喝酒就是个窝
囊废。我对这种观念和习俗

十分反感。”市民李承明有
感而发，“我平时真的滴酒
不沾，啥酒我喝下去都一个
味，可有些人就是喜欢逼酒
儿。我都说了不喜欢喝酒、
喝了会出事，可有些人就是
不听，真的很麻烦。”

“我对待喝酒的态度就
是随意。我不劝你，你也别
劝我。想喝一杯就喝一杯，
想喝二两就喝二两。我最看
不惯的就是逼酒的人。”市
民张忠强说。

“喝酒虽能带动气氛，
但千万不能贪杯，更不能强
行劝酒，一旦发生意外，大
家都要承担责任。”律师张
英怀说，“爱喝酒的请注
意，喝酒时不要逼酒。”

酒后不开车

“酒后开车是违法的。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市民孟彬说，过年就那么几
天，还要办许多事情，不要
因为喝酒误了事。喝了酒，
就打的或找代驾。

“去年我的一个同事，
春节期间经不住劝喝了一杯
酒，结果被交警查到，因酒
驾 被 扣 12 分 、 罚 款 1000
元，驾照被暂扣 6 个月。”
市民谢志轩告诉记者，“春
节期间酒后绝对不能开车。
这不是交警查不查的事，而
是对自己和别人生命负责的
事，不能心存侥幸。”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新锐

“这些芹菜和生菜已经可以
采收上市了，批发商已经约好
了，今天就过来收购。”1月 21
日，召陵区老窝镇老许村的许学
勤，一大早就来到他承包的蔬菜
大棚。看着青翠的芹菜和生菜，
他笑容满面。

许学勤一家四口人，原本是
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 11 年
前，他的妻子张小让患了脑瘤，
生活不能自理。就在许学勤筹钱
给妻子治病时，两个儿子许路
阳、许路明先后考上大学，家庭
开支大大增加。

“全靠我一个人赚钱，压力
相当大。”说起当年的困境，许
学勤感叹道，“我咬紧了牙，发
誓一定要改变这种穷困的状态。”

靠着顽强的意志，许学勤挑
起了家庭脱困的担子。他在自家
5亩多地上辛勤耕耘，秋种小麦
夏种玉米，头顶烈日汗滴禾土，
受尽了艰辛。每天，他还细心伺
候患病的妻子。

“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个贫困
家庭多层次、多波次的帮扶救
助，比如低保救助、医疗救助、
产业帮扶、临时救助等等，解决

了我许多实际困难，我是十分感
激的。”许学勤说，“但是，要想
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光靠国家救
助不行，必须自己找出路。”

许学勤想到的第一个脱贫路
子是养殖。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忙碌。虽然每天都很累，但他心
里很踏实。

老许村的无公害果蔬产业大
棚建成后，许学勤承包了 2.7亩
的大棚，用来种植品种西瓜、吊
瓜和各类蔬菜。不懂种植技术，
他就向专业人士和蔬菜瓜果种植
能手请教学习。他还随老许村一
家合作社到外地学习种植技术。
靠着勤劳和用心，许学勤也成了
果蔬种植的行家里手。

“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
许学勤承包的大棚的收入达 1.5
万元。”老许村第一书记李耀卿
告诉记者，“2018年和 2019年，
许学勤的果蔬种植如鱼得水，种
什么都丰收，收入很不错。”

“我选择果蔬大棚和养殖，
源于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党
和政府的好政策扶持下，我完全
可以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实现
家庭的脱贫致富。”许学勤说。

许学勤不服输的性格和对党
和政府的信任，不仅让他家脱了
贫，还影响和带动了老许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积极投身到产业脱贫
中去。2020 年元旦前，许学勤
彻底地甩掉了穷帽子。如今，他
主动邀请贫困户到他承包的蔬菜
大棚里务工，想要帮助他们也脱
贫致富。

“许学勤能够走上致富路，
靠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
是一个有担当的新时代农民。”
李耀卿说。

勤劳甩掉穷帽子

许学勤承包的蔬菜大棚许学勤承包的蔬菜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