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16日 星期一
责编：王尚锋 组版：詹涛 校对：一功 刘乐4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6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

[文 化]

本报讯 （记者 贾书章）近日，
64名乒乓球爱好者参加了在商洛山
星河乒乓球俱乐部举办的商洛首届“紫
元春杯”乒乓球开球网积分赛，拉开了
商洛“紫元春杯”系列乒乓球赛序幕。

这次乒乓球赛由商洛市乒协和商
洛山星河乒乓球俱乐部联合举办，陕
西紫元春酒庄有限公司支持赞助。开
球网是全国公开通用的乒乓球赛事网
络平台，为举办单位提供网上报名、赛
程编排、积分计算及排名等便捷服务，
实现了无纸化办赛、自助化办赛及公
开化办赛。积分成为一个人参加赛事
多少及基本水平的标签。这次积分赛
为市区首次举办，比赛发起后，得到乒
乓球爱好者的大力响应，吸引了西安、
汉中及我市各县区众多开球网平台会
员参赛观赛。组织方为获得冠、亚军
等奖次的获奖者颁发了证书、奖金和
纪念品。

据悉，此项赛事不分男女组，不分
年龄段。参加人员中，年龄最小的12
岁、最大的 68岁。256场次的比赛，
吸引了线下、线上上万人次的关注。
据商洛山星河乒乓球俱乐部负责人介
绍，作为陕西省全民健身示范俱乐部
及市乒协重点指导示范俱乐部，商洛
山星河乒乓球俱乐部始终坚持高质量
的会员活动、学员训练等，不断传播乒
乓文化、传承乒乓精神。“紫元春杯”乒乓球赛，每月最少
一场，包括开球网积分赛、俱乐部会员赛、俱乐部学员赛
等，希望广大乒乓球爱好者积极支持、踊跃参与，共同推
动商洛全民健身、乒乓运动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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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午后，记者走进商州区
夜村镇甘河村村民巩天平老人的农
家小院，只见院墙上挂着一串串红
辣椒和玉米，阳光洒在院落里，一幅
农家生活的丰盈和安宁图景映入眼
帘。步入屋内，巩天平戴着一副花
镜，正在给一位乡邻写斗方。一根
烟工夫，巩天平的书法作品完成了，
这行草书法如行云流水，浓笔、枯笔
浓淡相宜，散发着阵阵墨香，令乡亲
们叹为观止。

巩天平生于 1944 年，自幼喜欢
读书，看到村里教书先生写得一手好
毛笔字，经常给村里人写对联，也喜
欢起了毛笔字。后来，巩天平在村上
做会计，那时钢笔是稀缺货，只有圆
珠笔和铅笔，记账用小楷毛笔，需要
用砚台研墨。经常用毛笔记账，为巩
天平后来研习书法打下了基础。因
家里生活拮据，他上完初中就回家务
农。1970 年至 1972 年，巩天平响应
政 府 号 召 到 镇 安 县 参 加 镇 旬 路 建
设。修完路他就回家参加生产劳动，
随后成了家。巩天平先后修过二龙
山水库和南秦水库，并被抽去参加两
岔口东沟水库建设。他为人诚实可
靠，在水库管理处管了 8 年伙食，每
年到了清算账务时，他的账都没有问
题。水库工程彻底结束后，他又回村
里务农。

20 世纪 90 年代初，巩天平和同
村的人去西安打工，后来他在一家工
厂做库管。上班的地方离碑林很近，
只要一有空，他就去碑林观摩那些石
碑，为此，他还专门买来了字帖临

摹。工作之余和休息时间，他就找来
瓷片或者玻璃在上面练习，写完后再
用湿布擦掉再写。

在西安待了一段时间后，巩天平
回到了家乡。不管农活多忙，他始终
坚持临帖不断。从“二王”到柳公权、
颜真卿、米芾、魏碑等，一个书法家的
作品他坚持临帖 5 年以上，练就了扎
实的书法功底。除了字帖石刻，巩天
平非常留意生活中和书法有关的东
西，村里谁家有古老的字画，他把其
中好的东西记录下来。村里谁家有
喜事，就请他写喜联。逢年过节，他
自购红纸，义务给村里人写对联。他
还积极参与乡村文明宣传活动，用排
笔给村里写宣传标语。他用书法宣
传了政策，教育了群众。

2008 年，巩天平的老伴去世。
有一段时间，他感到非常孤独寂寞，
就在自家地里种蔬菜和中药材，有空
了就在家里练习书法。书法成了他
化解孤独和劳累的良方。听说镇上
举办书法比赛，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去写了幅字，没想到还获了个二等
奖。他先后参加了多次书法展，受到
书法界行家里手的好评。他写的整
套“福禄寿喜”字，在字里将笔画画成
各种形态的胖娃娃，这个创意被一个
亲戚的孩子发到微信朋友圈，没想到
有好多南方书法爱好者求购买，这让
他喜出望外。

巩 天 平 说 ：“ 我 写 字 也 不 图 个
啥，只要有人喜欢要就好。书法在
农村很有价值，对群众是一种潜移
默化，对自己可以防衰老，你看我

80 岁了，身体没啥大毛病，这都跟
写字有关系。写字时，调整心态，
心平气和，养成习惯，自己感到很
开心很满足！”

每天从上午一直练到下午，巩天
平的生活看似平淡，但却乐在其中。
他年轻时为地方建设做出过贡献，但
错过了几次招工转干的机会，一直在
村里当农民，整天与泥土打交道。在
干农活之余，他坚持读书练字不间
断，一坚持就是 60 多年。而今，已进
入耄耋之年，但他精神矍铄，坚持练
字，书法作品深受群众喜爱，被多家

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收藏。
现在，巩天平的儿女们也都有了

自己的家庭，都在外做事。他每天早
晚都会出门沿着公路走走，坚持锻炼
身体。忙完家务活和地里少量农活
之后，他就开始一天的书法练习。巩
天平老人以“广读书胸中有本，勤练
字笔下生辉”为座右铭。因为有练字
这个爱好，他每天心情好，也不觉得
孤独，生活简单而充实。

“说到底，人还是要有爱好的，有
了爱好就心里充实，这就叫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巩天平笑着说。

农 家 小 院 翰 墨 飘 香
本报记者 贾书章

本报讯 （通讯员 房娜 王昱）
近年来，镇安县财政局聚焦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重点，念好“三字诀”，打好组合
拳，连续 6 年通过省级精神文明机关复
核，保持了 17 年省级文明机关（文明标
兵）的荣誉称号。

“实”字当头，健全责任体系。镇
安县财政局始终坚持把精神文明创建
作为财政工作重要内容，成立了由党
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
长，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精神文
明建设领导小组，每年结合实际制定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计划，明确创建目
标，将工作任务落实到局属单位、机关
股室和责任人，并将创建工作纳入年
度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与单位、股室负
责人年度评先评优、推荐重用、职级并

行挂钩，以严督实考确保创建工作实
效，形成了局党组负总责、主管领导具
体负责、干部职工全员参与的工作机
制，有效促进了精神文明创建。

“深”字为要，学习效果良好。镇
安县财政局坚持周一例会学习制度，
定期开展“财政大讲堂”“干部轮流授
课”“职工公益讲堂”“道德讲堂”“法制
课堂”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
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财政工作新
知识、新业务；全面加强“书香财政”建
设，依托财政阅读基地，邀请县阅读协
会专家指导，深入学习文学经典。4

年来，组织集中理论学习 220 多次，开
展各类学习研讨活动 10 多次，先后组
织开展“浓情端午、书香财政”“红色经
典 诵 读 ”等 各 类 读 书 朗 诵 活 动 20 多
次，营造了浓郁的学习氛围，取得了良
好实效。

“新”字引领，丰富创建载体。镇安
县财政局举办了 2024年迎新春联欢晚
会，丰富干部文化活动。制定了文明单
位、文明股室争创工作实施方案，量化
争创指标，每季度进行评比排名，评出
文明单位、文明股室。开通了“财政之
声”小广播、设立了“职工活动室”，每天
利用财政局办公楼广播设备，朗诵财政
干部的优秀文章和经典文学作品、播放
优美音乐，陶冶干部职工情操。制定了
志愿服务实施方案，先后组织志愿者开

展打扫卫生、环境保护 30 多次，组织志
愿者开展义务为茶农栽茶苗等争当秦
岭卫士活动，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干
部职工参与公益、服务社会；连续 3 年
开展“爱心资助、圆梦大学”活动，多方
联系累计为 37 名家庭贫困、自立自强
的大学新生资助学费。创办了“道德讲
堂”，每年开展 8 次“道德讲堂”活动，鼓
励干部上讲台，结合自身学习生活，宣
讲身边好人好事，营造良好文明氛围。
扎实开展“向模范榜样看齐”“向身边好
人学习”“为中国好人点赞”等活动，引
导干部职工向先进看齐。镇安县财政
局通过念好“三字诀”，干部职工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工作积极性大大提升，为
财政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

念好“三字诀” 打好“组合拳”

镇安县财政局深化精神文明创建

12月12日，商洛大讲堂举办洛惠渠宝贵传统宣
讲报告会。报告会上，洛惠渠宝贵传统宣讲报告团
5位成员，分别以《誓把洛水引上塬》《千锤万凿出深
山》《河水让路山搬家》《为有牺牲多壮志》等为题，用
感人的场景和动人的事例，生动讲述了先辈们敢为
人先、战天斗地的感人事迹，动情回顾了老一辈商洛
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不怕牺牲，致力于
洛惠渠建设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赤
诚信念、精神品质和境界格局。现场氛围热烈、掌声
不断，600多名聆听者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洛惠渠的建设历史，是一部洛南人民与大自
然抗争的创业史，洛惠渠是一条写满自力更生的
精神之渠。初冬时节，洛南西北面的草链岭白雪
皑皑，从龙潭沟奔流出的那一泓清水，激流澎湃，
浩浩荡荡，向东而去。土地平旷、屋舍林立的 40
里沃土梁塬上，机耕声隆隆，铁犁翻起肥沃的土
壤，农户忙着冬翻土地；温室大棚里，各种蔬果幼
苗茁壮成长……

饮水思源

珍惜幸福时光，洛南人民不会忘记先辈们用汗
水和鲜血换来的甘甜。

1958年的秋天，洛南县遭遇着“苦瓜梁塬黄柏
川，吃水更比吃油难”的年馑，时任县委、县政府领
导班子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没有设备，就带领群
众用最原始的钢钎铁锤、扁担笼筐；没有物资，就组
织群众白手起家，在工地上办石灰厂、炸药厂、机械
厂；没有粮食，不等不靠，动员党员干部捐，群众自
己筹……一年间，3300多名勇士先后打通 26座悬
崖、29座峻岭，凿出长22.5公里、宽深各1.7米的盘
山石渠。一年后，县委又调集1万多名劳力、100多
名干部开挖梁塬土渠工程，不到两个月时间，31.5公
里的土渠全线贯通，让绵延40里6万多亩旱塬变为
沃土丰田，解决了40里沿线及城区几十万群众用水
难题。

今年 79岁高龄的郭九连老奶奶，14岁时便跟
随父亲奔赴洛惠渠工地，是当年洛惠渠工程年龄最
小的建设者。在工地上，她并没有因年龄小混日子，
而是咬紧牙关坚持出工，把一把镢头磨得锃亮。她
说：“我不能给父亲丢脸！”

在洛惠渠建设工程中，先后有21位英雄献出了
自己宝贵的生命，100多位英雄留下伤残。

吃水不忘修渠人，洛惠渠是党凝聚人民力量的
重要纽带，是洛南人民感恩奋进的动力源泉。

薪火赓续

“大胆地想，大胆地言，大胆地创造，大胆地干”
“作风上战斗化、行动上军事化、领导深入具体化、
干部红专化”“边学、边建、边指导，边战、边练、边提

高”……深入洛惠渠红色教育基地，就能找到攻坚制胜的法宝。
2011年，洛南县委、县政府投资 2.6亿元，历时 6年在洛惠渠渠首建成张坪

水库，与洛惠渠灌区现有3座水库一起调蓄供水，彻底消除了几十万群众生产生
活供水不稳定隐患。

2024年，洛南县委深入挖掘、精心打造，建成洛惠渠红色教育基地，在全县
深入开展“吃水不忘修渠人、建功立业新时代”弘扬洛惠渠宝贵传统党建主题实
践活动。一年来，先后开展党性教育336次1.1万多人，讲授专题党课414场次，
组织宣讲报告会9场次，举办演讲赛4场次，并大力利用媒体网络等平台宣传报
道，全县上下备受鼓舞，激活了干事创业的澎湃动力。

“要将洛惠渠宝贵传统运用到有效推进党沟村乡村振兴上来！”洛南县四皓
街道党沟村党支部书记白彦彦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洛惠渠红色
教育基地建成以后，白彦彦第一时间带领村“两委”班子及党员群众代表前往学
习，亲身感受洛惠渠修建的艰辛历程，深受激励鼓舞，创新推行“党支部+集体经
济+土地流转＋产业基地+农户”模式，招商引资 500万元，建设 10万只蛋鸡养
殖基地，流转土地 500多亩建成采摘园、10万袋黑木耳基地、大风车游乐场各 1
处，村集体经济突破 30万元，实现了集体有项目、人人有收入，展现了一名基层
党组织书记的责任与担当。

随着弘扬洛惠渠宝贵传统党建主题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县交警大队党员
干部开展高峰时段疏堵保畅 762次，处置各类突发交通事件 66件次，解决救助
群众28人次，累计调解调处交通事故矛盾纠纷9280起，排查治理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 96处，暴雨洪灾中先后转移救助受灾群众 620多名，30多名民警受到各级
表彰奖励。

“我们将持续传承洛惠渠宝贵传统，以红色树先锋、黄色增温度、绿色塑和谐，
打造‘三色党建、交管先锋’党建品牌，保畅、保通、保平安，树立洛南‘交警铁骑’
新形象！”洛南县交警大队大队长闵凡说。

“工作了30多年，再多干几个月，把年轻同志再带一带！”县统计局办公室原
主任王敏说。王敏干统计工作 33年，今年 5月退休，但面临着“五经普”工作进
入关键时期、全省农业村级联网直报在洛南试点等，加之局里人少事多特别忙，
往往一人干着几个人的活，而刚刚新进的年轻人又不熟悉工作，她便主动找到县
统计局负责同志说：“我无条件干到年底，一来带带新人，二来也为单位分分忧。”

王敏一个人干着办公室 3个人的工作，工作忙时，节假日不休，她的丈夫开
玩笑地说：“你退休后比以前上班忙多了！”

今年 9 月，国家统计局给王敏颁发了“统计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今年以
来，县统计局创新“三争三创三提升”党建载体，推行“周报月评季考年推优”“一
人一帮、一月一写、一月一讲”等党建工作机制，开展“弘扬洛惠渠宝贵传统，讲
好统计人的故事”活动，为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11 月，在全县党
建观摩会上，县统计局交流了经验，获评全县首批“四强”党支部、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突出贡献奖。

实干争先

“如果把当年修洛惠渠的事放到现在，我们县委、县政府敢不敢作这样的决
策？如果这个事情放到现在，我们有没有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渠建成？如
果这个事情放到现在，我们能不能把这么多的干部群众迅速集结起来？”洛南县
委书记杨长江提出的“三问”，振聋发聩。

如何推进洛南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那就要运用洛惠渠留下的取之不竭
的精神财富，继承并发扬光大宝贵传统，实干苦干、奋楫前行。

县委号召发出后，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不忘修渠初心、汲取精神之源，真
抓实干、建功立业，齐心协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洛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领导带头干，干部下一线。洛惠渠宝贵传统党建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以来，34
名县级领导立下军令状，包抓重点项目56个、“千万工程示范村”57个、“五上”企
业164户，帮办实事695件，为企业纾困解难 86件。激励广大党员做惠民生、解
民忧、暖民心事，结合“双报到”、“我为群众办实事”、“一年十件实事”等活动，为
群众办实事 2991件。县金融通信保险电力行业党委开展“我为洛南办实事”党
建主题实践活动，17家国有企业承诺实事41件，通信电力行业主动服务县域发
展和灾后重建，配合完成卫岗乳业项目建设、洛卢高速公路建设杆线迁改和线路
整治；保险行业年累计受理理赔案 4687件，赔付金额 5200多万元；金融行业协
调解决各类问题57个，为29家企业协调贷款5.96亿元。“有事你找我”联系群众
直通车工作做法被评为省级“枫桥式”工作法优秀案例。“一业一证”改革被列为
2024年全省第一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重大节会成功举办，被省商务
厅授予“全省促消费稳增长先进县”。

2024前三季度，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8%，56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6.7
亿元。全市重点项目观摩中，卫洛乳业三产融合项目、年产200万台智能终端产
品及500万片触摸屏TP生产项目（一期）、年产1900万件数字天线产品项目（一
期）、洛南县生态农特产品系列加工项目接受检阅，荣获第二名，这正是洛惠渠宝
贵传统结出的累累硕果。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时期，洛南人民将赓续洛惠渠红色血脉、汲取奋进
力量，以水为墨，以渠为笔，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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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丹凤县在县城中心广场举办以“弘扬延安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纪念鄂
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群众文艺演出活动，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广大干部群众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自信。

（本报通讯员 刘春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