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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南彩村村支书

袁立新照常在村两委值班、到村民家里走访，家里

清清爽爽，没有迎来送往。节前给孙子过满月，就

和亲家吃了个便饭，村里谁都没让上门。在大伙儿

心里，袁书记家风正、能服众。

过去，南彩村在镇里考核常倒数，如今，重塑

乡风展新貌：村道整洁，乱停乱堆不见了；墙绘多彩，

人居环境更优美；杜绝大操大办，风气更淳朴……

2024年 5月，袁立新一上任村支书，就在村公告

栏张贴村规民约和“红黑榜”：“村规民约是大伙儿

定的。第一次违反，警告；第二次违反，贴黑榜，

直到完成整改。好人好事咱就上红榜。”低头不见

抬头见，乡亲都怕抹不开面儿，这招很快见了效。

在村里经营饭馆的韩砚涛说：“村干部以身

作则，村里各方面都好起来了。比起往年，我的

饭馆过节这几天日均多赚 3000 多元。”

乡风之变，靠干部带头抓好家风，更得益于

党风政风的转变。

最近，袁立新在村党组织书记 2024年度考核中

获评“优秀”等次——这是顺义区建设村居党组织

带头人队伍的一个注脚。“区里对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实施差异化绩效考核，绩效奖励最大档差不低

于 50%，干好干差真不一样！”袁立新感慨。

光明街道裕龙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银艳也是

“优秀”：“新一年还要继续加油干！”春节期间，

她继续坚守岗位，在社区“金钥匙”调解工作站

值班。

调研更务实，宣讲说白话，顺义区干部深入基

层为群众解难题成常态。“我们出台多项规定，落

实区级领导干部每季度到基层下访接待群众不少

于 1 次，镇街领导干部每月不少于 1 次的目标，让

干部沉到一线解难题、促发展。”顺义区委组织部

副部长朱笋说。

这个年，北石槽镇下西市村 84 岁的独居村民

段克珍过得不孤单。初一一大早，村里“伴夕阳”

志愿服务队的许娜和贾平就来到老人家中，帮着

干家务，陪着唠家常。

变化始自 2024 年 4 月。北石槽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队长刘俊领到下西市村任驻村第一书记。逐

户走访后，他发现村里老人不愁吃穿，缺的是情感

陪伴。于是发动村里有志助老服务的年轻人组建

志愿服务队。如今服务队成员发展到 10人，有本村

大学生、租住在村里的外地年轻人……大家排好

班，节日期间“不打烊”。

“有了服务队，老人舒心，家人放心，村里敬老

助老风气越来越浓。”志愿者许娜说，志愿服务也让

过去“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体会到家务辛劳，现在

在家也会多分担些家务。

党风政风促进乡风民风之变，也塑造家风。

在顺义，树榜样是好风气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2024 年，顺义区通过镇街

干部发现收集，累计褒奖基层好人好事 2400 余件。榜样作用咋发挥？区里让

“好人”上台宣讲，镇街活动给佩戴大红花。当地人这样说：有了好榜样，都要有

个样；做得有了样，也能成榜样。

榜样触动身边人，带动家里人。获评顺义区志愿服务“特别奉献奖”的居民

暴晓燕，10 多年来献血超 6000 毫升。镇里给她送来表扬信，还把信送到女儿冯轩

锐的学校。在校园广播里听到妈妈的名字，冯轩锐很自豪：“同学们现在都认识

妈妈，以后我也要做妈妈这样的人！”

2023年以来，顺义区向榜样所在单位、子女等近亲属所在单位或学校寄送表扬

信千余封，以涵养家风培育乡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千万万个

家庭都有好家风，社会的好风气才有支撑。”顺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耿晓婧说。

“好风气望之无形，却润物无声，是经济社会发展向好向上的坚实支撑。”

顺义区委书记龚宗元说，“近年来，顺义区推动各单位在

开展工作、出台政策措施时体现‘倡导好风气、遏制不良

风气’的导向。我们将继续秉持做潜绩的心态，以党风政风

为引领，带动形成好乡风、好家风，积极营造‘顺义好风气’，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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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春节，时隔两年回到家乡河南汤阴县，

深感党风政风更清朗，乡风家风也更好了，一幅

文明新图景跃然眼前。

回乡欢聚，见到老同学的“发小”——杜甫。

名同诗圣，却是经商高手。干过建筑工程，去年

办糕点厂，取名“满谷食品”。

前些年，春节“跑关系”、要欠款，杜甫常忙得

脚不沾地。今年春节前，正逢新厂从审批到落地

开工，3 个多月，杜甫没张罗一场求人办事的酒。

“ 都 说 在 县 里 ，亲 戚 连 亲 戚 、办 事 靠 关 系 。

现在不灵了，越是熟人，越避嫌哩。”杜甫说。

“避嫌，会不会避事？”我禁不住问。

“服务反而更好了。”杜甫讲了一个汤阴县待商

的“怪事儿”——两不接触。项目征地时，企业与群

众不接触；办审批手续时，企业与职能部门不接触。

“两不接触”，谁来办事？

“专职代办员全程代办。投产后，县、乡、园区

还都有分包干部，有事即到、无事不扰。”杜甫说。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正气充盈的

社会生态。

回儿时生活的镇子，路过任固镇梁儿寨村，

见到村支书司有林。谈话间，他非常感慨：“村集

体有二三百亩机动地，12 年没收上承包费。还有

的 党 员 干 部 超 低 价 、超 长 期 承 包 ，村 民 咋 能 没

意见？”

去年，县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 败问题，成立“农村集体机动地专项整治”专

班，决心根治顽疾。通过大数据建模、卫星图片

叠加等方式，摸清全县农村集体土地现状。

“我们村主动申请，先做试点。”司有林说。

打开数字地图，情况一目了然——村西北角的

大片机动地，由党员司廷保承包，占全村机动地

的 1/3。

司廷保也委屈：40 多年前，村集体发包机动

地，谁都怕赔，谁都不接，“是村干部劝我干。换

了几茬果树，才结了果、赚到钱。”

司有林一次次登门，终于成功劝说。按照程

序，收回土地，公开发包，司廷保承包 109.5 亩、为

期 4 年，每亩每年 600 元，继续种苹果。

到去年底，全村收回承包款 8 万多元，待收

10 万元。“有的外出务工，没来得及交款。”司有林

说，趁着春节，村里开了个座谈会，“一来和大家

通报村里工作，二来督促签约付款。”

公平办事矛盾少，乡风变正心气顺。

试点见效，全县整治迅速推开。收回的土地

重点打造优质小麦、特色杂粮等产业。新增的集

体收入，用于移风易俗、帮扶孤寡老人等，密切了干

群关系，优化了基层政治生态。

伏道镇南申庄村，大年初一到这里，正赶上热闹场面。

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会牵头，用村民捐助的钱，组织 65 岁以上的老人合影，

每人发一袋面、一桶花生油；给全村 10 岁以下孩子发红包，每人 10 元钱；组织青

壮年参加拔河比赛，胜负均有奖。

“目的只有一个，在活动中增进感情，涵养良好家风，让村里充满崇德向善的

气息。”南申庄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会会长师学现说。

照相、取面、拿油……中午 11 点，100 多位老人走过戏台。参加拔河比赛的

村民拉绳、加油，欢声笑语充盈广场。

嬉笑人群中，突然闪出一个熟悉面孔——开理发店的孙利霞。

孙利霞的百俪美发店，就在我家门口。理发店前台放着一本红彤彤的“志愿

服务登记册”。一问方知，县里号召理发店参加志愿服务，每周四上午，为 65 岁

以上老人免费理发，已有 20 多家店参与。“红本本就是传家宝，要传给下一代。”

孙利霞很自豪。

传统文化浸润人心，也润泽家风。汤阴县是岳飞故里，

“精忠报国”早已融入汤阴人的血脉。做官做事守“廉”关。距

南申庄村 6公里远的一处廉政教育基地，展出历代廉吏事迹。

在故乡汤阴，说起这个春节，大家都觉得风气一新，

“过年清清爽爽，大家高高兴兴，多好。”杜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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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日电   （记者韩鑫、

张天培）2 月 2 日（正 月 初 五）是 春 运

第二十天，标志着春运过半。记者从交通

运输部获悉：1 月 14 日春运首日至 2 月

2 日 ，全 社 会 跨 区 域 人 员 流 动 量 预 计

达 到 48 亿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7.2%，创历史同期新高。

据 2025 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

介绍，预计 2 月 2 日，全社会跨区域人

员 流 动 量 31932 万 人 次 。 其 中 ，铁 路

客 运 量 1450 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

30102 万人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

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 27212 万

人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2890 万人次），

水 路 客 运 量 138 万 人 次 ，民 航 客 运 量

242 万人次。

从正月初二开始，全国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快速增加，初三至初五已连续

3 天保持在 3亿人次以上，均超去年同期。

预计春节假期最后两天，全社会跨区域

人员流动量将保持高位运行。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2 月 2 日，春节

假期第六天，全国各地陆续迎来返程车

流客流高峰，从高速公路和国道重点点

位监测数据来看，各主要高速公路、国

省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日环比分

别上升 8.0%、6.3%，除个别路段出现车

多缓行外，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

序。预计 2 月 3 日将迎来返程高峰，交

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

截至正月初五预计达 48亿人次

春运前半程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新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各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党风

引领社风民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化风成俗。

廉不廉，看过年。春节是考验党员干部作风的时刻，

也是观察社风民风的窗口。新春走基层，记者在北京顺义、

河南汤阴，探访新变化，感受新风尚。 ——编   者   

新春佳节，孩子们耍得欢。小侄子

手和脸玩脏了，却不肯洗，家长耐心劝：

过大年，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才舒服。

春 节 ，有 穿 新 衣 、搞 卫 生 等 传 统

习 俗 。 而 清 淡 饮 食 、简 约 适 度 、绿 色

低碳等理念，也在转化为习惯。

走 亲 访 友 ，是 人 之 常 情 、人 间 真

情。党员干部当牢记：“真情不虚就是

要忠诚老实、诚恳待人，真情不私就是

要砥砺品德、刚正无私，真情不妄就是

要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亲而有度，

清 爽拜 年 祝 福 ；清 而 有 为 ，了 解 所 需

所盼，就是党员干部应有的样子。

俗话说，廉不廉，看过年。春节，

正是化风成俗的时机。中央八项规定

是铁规矩、硬杠杠，要外化于行，更要

内 化 于 心 ，化 成 崇 清 尚 廉 的 自 律 和

自 觉。党员干部利用春节修养身心、

砥砺自我，抵制歪风、弘扬正气，就能

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廉洁文化。

干净清爽   化风成俗
邹   翔

■今日谈R




春节假期，全国多地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从西南腹地到渤海

之滨，从江南水乡到西北高原，建设者们用实干描绘高质量发展画卷。

水利工程保民生

广西象州县水晶乡水晶村，田垄阡陌间，一段 500 米长的混凝土干渠初露身形。

“突突突”，54 岁的卿明勇手持电锤，对干渠底板“凿毛”作业。

施工现场，泵车长臂高悬，振捣机“卖力”震动，钢筋工、模板工、混凝土工各司

其职。不远处，“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横幅格外醒目。

水晶干渠是下六甲灌区输水工程的“毛细血管”之一。该灌区输水骨干渠道总长

673.5 公里，建成后可惠及 59.2 万亩农田，预计年增产粮食 16 万吨、糖料蔗 50 万吨。

施工现场附近，黄澄澄的甘蔗排队收割，已收获的稻田孕育着希望，远处山坡上金灿灿

的砂糖橘抹了蜜似的挂满枝头。

湖北宜昌夷陵区雾渡河镇小庙村，埋深 400 多米的引江补汉工程 2 标段输水隧洞

6 号平洞内，“江汉平安号”双护盾硬岩掘进机如一条巨龙在洞内蜿蜒。一辆辆双头车

往返穿梭，将物料运到设备相应位置。设备前端主机处的中控室内，工作人员紧盯监控

屏幕，操作控制台，刀盘旋转，岩石碎裂，掘进机开始前行。

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负责建设运营的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

工建设的重大项目。“近 200 公里的输水线路需要穿越群山，面临多个地质难点，开挖

隧洞的地质条件极其复杂。”中铁三局引江补汉工程 2 标段相关负责人王辉介绍。

为突破掘进难点，引江补汉工程全线引入 10 台硬岩掘进机，“江汉平安号”就是

其中之一。“这台掘进机提高了平洞掘进速度，安全性能也高。”王辉说，将用好“挖洞

利器”，确保连接三峡水库与丹江口水库的“大动脉”早日贯通。

能源建设强发展

春节假期，国家能源集团首个吉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国华投资山东 HG14 海上

1 吉瓦光伏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4 套光伏设备及配件陆续抵达山东港口烟台港莱州

港区，将在完成模块结构拼接后通过吊装方式乘船发往东营垦利区进行海上安装。

这将是国内首个采用大型海上钢桁架平台式固定桩基的光伏项目。项目兼顾渔业与

能源开发，建成后，这片“海上蓝板”将为山东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同在烟台港，日前，西港区 300 万立方米原油库区通过最终资质审批正式启用，

成为山东 2025 年能源重大建设项目首个投产项目。不远处，西港区 40 万吨级矿石码头

灯火通明，全自动化卸船机精准抓取铁矿石，智控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船舶到港、

火车疏港等数据。“假期日均接卸量超 10 万吨。”生产调度中心主任崔建伟紧盯屏幕，

通过对讲机协调作业。

辽宁大连长兴岛寒风刺骨，氢基能源加注基地配套液体码头建设现场，工程部部长

董天杰紧盯潮汐表，指挥工人趁退潮抢筑墩台。

大连长兴岛（东北亚）氢基能源加注基地项目，今年 1 月 3 日启动，眼下基地土地平

整已结束。正在建设的码头与氢基能源加注基地距离不到 500 米，通过管廊连接厂区

与码头，实现化工产品直接装船。

站在岸边远望，只见百余根钢管桩立在海中，6 个大型墩台已显雏形；踏着钢面桥，

走上海上作业平台，履带吊车正挥动 60 多米长的吊臂运送模板；趁着退潮，工人们下到

墩台旁，在距海面 1 米多高的位置，忙着绑扎钢筋、支立模板；岸边预制件场，两辆卡车

正送来钢筋和混凝土……

“我们每天都在和潮汐‘赛跑’，趁退潮时下到海面支立底模。”董天杰说。码头预计

今年 6 月底建成投用，将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运输提供保障。 （下转第二版）  

重大工程建设忙
争分夺秒加油干

本报记者

2 月 1 日，河北雄安国贸中心建设工地一派繁忙景象。 孙立君摄（影像中国）  

“过年好！二两！”“您发财！切粉？

米粉？”“米粉。”“五块五。”

大年初五，广西桂林，年味正浓。市

民李丽明笑呵呵地来买米粉。

漓江路与骖鸾路路口明桂米粉店，等

待就餐的食客排到门外。店面历史 36 年，

日销米粉 2000 碗。

店 长 龙 付

孙抄起笊篱，捞

满 新 榨 出 的 米

粉，在热气腾腾

的 锅 中 浮 沉 数

下 ，沥 干 ，倒 入

碗里。接着，下

牛肉、锅烧，淋上一勺浓香扑鼻的秘制卤

水，撒上葱花、几粒花生米，一碗桂林米粉

便成了。

李丽明自行添些酸豆角、萝卜干。吸

溜一口，米粉筋力极好，卤汁鲜、牛肉薄，炸

得金黄透亮嗞嗞冒油的锅烧既脆且酥入口

即化。“吃了多少年，就爱这种家乡味！”

邻桌的游客李勇来自重庆，一大碗见

底，啧啧赞叹：“桂林米粉，名不虚传！”

米粉，可算桂林人“倾城之爱”。据统

计，市区店铺堂食每天消费米粉 50 万碗。

桂林米粉历史悠久，卤水浓郁，咸香

可口，佐料丰富，白、嫩、爽、香，风格独特。

59 岁的龙付孙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桂林米粉制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他学艺 42 年，一手绝活：26 种香辛

料徒手称量，误差不到 1 克；手工榨粉，悠

八圈抻不断；显

微镜下，米粉小

孔多，吸汤快。

“卤水是桂

林 米 粉 的 灵

魂。识香料、抓

香 料 ，上 色 、调

味、增香，练了半辈子。”龙付孙骄傲地说，

“三代相传喽。”

一碗米粉，人间百味，小鲜大道，代代

传承。

春节不打烊，燃旺烟火气。龙付孙还

推出“全家福”“吃过瘾”等米粉套餐，满足

多样需求。

米粉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桂林人，也造

就了他们勤劳坚韧、热情好客的性格特征。

龙付孙说：“欢迎大家来桂林，嗍米粉！”

一碗米粉一座城
本报记者   张云河

上图：2 月 1 日，浙江金华科技馆，机器狗同小朋友们

互动“拜年”。 杨梅清摄（影像中国）  

左图：2月 1日，山西

陕西交界处的壶口瀑布

景区，众多游客欣赏黄河

壮美景色。

陈凤灵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