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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让广大群众在“故事会”中领会
精神、谈论发展、展望未来，现场气氛热烈，
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听完宣讲，我们对党
的好政策越来越清楚，对过好日子的信心
越来越足。”祥云办事处祥符卢村村民杨军
杰说。

郑州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经济
学教研部主任张红梅，郑州市委宣讲团成
员、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小拥分别在惠济区江山路街道和古荥镇
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张红梅紧
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决定》，结合惠济
区实际，从深刻认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大成就、深刻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大举措、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根本保证等四个方面，对全会精
神作了深入阐释；王小拥从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系、全
面准确理解全会《决定》，以及如何贯彻落
实全会精神等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了系
统详细解读。“宣讲内容精彩生动、逻辑清
晰、重点突出、阐释精准，帮助我们进一步
深化了对全会精神的理解。”大家一致表
示，要结合岗位实际，强化实干担当，不折
不扣抓好落实，推动全会精神在惠济区走
深走实，各项部署在惠济区落地生根。

郑州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中华
文化教研部主任李敬在郑东新区宣讲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他从“正确理解‘三
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
景、总体思路、系统部署和落实要求”五个
方面，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系
统解读，表示要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
根本保证，齐心协力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
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郑
东新区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宣讲
会为契机，进一步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
梁”的使命担当，扎实开展理论学习，持续
加强正向引领，全力以赴在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上当好排头兵，在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上发挥表率作用，奋力谱写国家中
心城市现代化建设郑东新篇章。

郑州市委宣讲团成员、郑州师范学院
传播学院副院长蔡莹，郑州市委宣讲团成
员、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宣传部

长张蕾分别在新密市宣传系统和卫健系统
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蔡莹紧紧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决定》，从深刻认识
全会的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
宣传和深入阐释；张蕾从全会的重大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等方面进行了深刻
解读。两场宣讲主题突出、内容丰富，现场
气氛热烈。新密市宣传系统和卫健系统广
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将深刻领会全会精
神实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强化
责任担当，坚持真抓实干，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严谨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投
入到各项工作中去，为推动新密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郑州市委宣讲团成员、郑州工程技术
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谭笑风在荥阳市高村
乡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谭笑风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地位、全会
精神的主要内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关
键等方面，系统阐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和重大原则，对《决
定》提出的重要改革创新举措进行重点解
读。“全乡党员干部要自觉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
来，在打造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找准位置、扛
起责任、展现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
任务的落实，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高
村乡党委书记王鹏飞表示。

郑州市委宣讲团成员、郑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范会平分别到中
牟县农业农村局、大孟街道办事处普罗社
区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范会
平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
《决定》的历史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的主要内容，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决
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
措，以及如何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贯彻
落实等方面进行深入讲解，让大家对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有了更全面、更深刻
地理解和认识。“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立足岗位职责，强
化服务意识，为加强社区建设、做好社区
服务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普罗社区居
委会委员杨坤说。

本报记者董艳竹王译博王军方覃岩峰
郭涛 史治国卢文军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郑州市委宣讲团在经开区、
惠济区、郑东新区、新密市、荥阳市、中牟县宣讲

奋勇争先担当作为
坚定不移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上接一版）从花园口西提灌站引黄河水至柿园水
厂，这是郑州第一次把黄河水用作城市供水。
1972年 10月，随着邙山提灌站建成，花园口灌区
不再向柿园水厂供水。直到1975年，花园口灌区
又开始为新建的白庙水厂供水。付广欣 1985年
到花园口灌区工作时，这里就同时承担着农业供
水和城市供水的任务。不过1990年后，花园口灌
区不再为城市供水，仅保留农业灌溉。

“小付，开泵。”“小付，清淤。”“老付，得多向年
轻人传授经验啊。”付广欣也说不清楚具体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大家对自己的称呼变为了“老付”。
不过细细一算，随着一代“引黄人”的相继退休，如
今他成了还在花园口引黄一线工作的人中年龄最
大的。从年龄最小的“引黄人”到年龄最大的“引
黄人”，付广欣所经历的，正是黄河水从“润田”到

“润城”的转变。

从“润田”到“润城”
跟随付广欣来到花园口引黄闸，站在黄河大

堤，看脚下滔滔河水东流。回首间却见一股黄河
水转头向南，流入一道闸门。而后河水穿过黄河
大堤，进入花园口泵站，在轰鸣震耳的水泵声里，
黄河水被提至东风渠。黄澄澄的水沿东风渠向前
流去，4.8公里后，进入第一个沉沙池，在这里，黄
河水经过一级沉淀开始变清。而后，渐清的黄河
水从第一个沉沙池流出，又先后流入第二个和第
三个沉沙池。经过三次沉淀的黄河水，流至东风
渠与贾鲁河交汇处时已变得十分清澈。一泓清水
静静流入东风渠、索须河、贾鲁河、魏河，渐渐在城
市里交织出靓丽水网。

花园口灌区有三个引黄闸门，分别在花园口、
东大坝和马渡。1998年，付广欣被调至东大坝泵
站工作，他在这里一干就是10年。直到2008年，
付广欣被调回花园口泵站担任站长，此时花园口
的引黄使命正发生着重大转变，就是在这一年，花
园口黄河水从农业用水摇身变为生态用水。

付广欣说，进入 21世纪后，随着城市化进程
加快，郑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花园口灌区农田面
积大幅缩减，农业灌溉用水随之减少。与此同时，
城市生态水系建设被提上日程。2007年 6月，郑
州市花园口引黄供水补源灌溉工程开始建设。
2008年 1月，工程正式投入使用，黄河水开始为
索须河、贾鲁河等河道进行补源，自此花园口灌区
的主要任务变为生态供水。

“你知道北龙湖的水也主要来自黄河水吗？”
付广欣说，2011年 4月，郑州引黄灌溉龙湖调蓄
水源工程开建，2012年 8月底工程建设完成后，
花园口黄河水开始通过魏河对龙湖进行补源，这
才有了今日龙湖水清岸绿、水鸟翔集的美景。“回
到花园口泵站已经 16年，这 16年我的主要任务
就是把浊黄河水变为清黄河水。”付广欣笑着说，
每次到贾鲁河或北龙湖，他的脑中就会自动浮现
出黄河水流到此处的路线图。

从“粗放”到“集约”
“郑州是一个缺水的城市，黄河水流进郑州，

一滴都不能浪费。”“引黄人”最知道每一滴黄河水
的珍贵。付广欣说，黄河水从龙湖流出后，接下来
还将用于农业灌溉，水一点儿也不浪费。

2019年 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包括推进黄河流域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作为一线“引黄人”，付广欣最
直观的感受是对黄河水的利用正在走向更加集约
高效。为最大程度用好黄河水，近年来，郑州市优
化整合引黄指标，将下游引水指标向上游转移，上
游引黄口门引水至生态水系运转后，下游再将水
用于农业灌溉等，真正实现黄河水“先看后用、一
水多用”。付广欣所在的上游花园口引黄口门近
年引水量增加，正是为统筹用好黄河水将“上游引
水做加法、下游引水做减法”的结果。

“以前花园口灌区的农田，人们浇地大多是用
大水漫灌的方式，现在我看到下游很多农田已经
在使用滴灌等更加节水的灌溉方式了。”这几年，
付广欣明显感受到，郑州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各
领域都在深入实施节水行动，全市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他还关注到，今年郑州入
选全国 50个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节水已写进
这座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了解到这些的付广欣
很高兴。

赵永杰是 2020年后才来到花园口灌区工作
的新一代“引黄人”，工作4年里，他从付广欣等老
一辈“引黄人”身上看到的除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还有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珍视。他说：“我会像‘引
黄’前辈们一样，让引来的每一滴黄河水都发挥出
最大效用。”

“再有几年我就退休了，一代‘引黄人’有一代
‘引黄人’的使命。我想，新一代‘引黄人’的使命
就是更加集约高效地用好黄河水。”付广欣指了下
身旁的新一代“引黄人”赵永杰，“以后就要看他们
的了。”

“激浊扬清”引黄人

黄澄澄的黄河水呦红彤彤的心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我与人民政协 年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人民政协成立
75周年，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回望来路，我
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民政协事业的继
往开来，离不开一届届政协人的接续与创新”。

为发展出实招谋良策
时间回拨到上世纪 90 年代，在改革开放

春风的吹拂下，郑州这座城市的建设发展如
火如荼。

1999年，我当选政协郑州市第十届委员会
主席，在历届政协工作基础上，我们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为郑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
开始奋力书写新的履职答卷。

当时，建设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是郑州
“十五”计划主要发展目标之一，是全市乃至全
省上下关心的大事。市政协先后形成了《加快
现代物流和会展经济》《发展郑州汽车工业，增
强城市经济实力》等 9 个方面的专题调研报
告。时任市委书记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
指示市委办公厅将调研报告印发四大班子领导
及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自 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以后，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作为河南省会，郑
州也铆足劲头抓建设，抢抓机遇谋发展。

“如何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促进郑州

经济社会发展？”聚焦郑州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
题，我们在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民主评议活动。

活动围绕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外来投资、人才队伍建设等6个主题，印发
了2000份郑州市经济发展软环境情况调查问
卷，收集到群众意见建议2045条。我们还深入
215个国有、外资、私营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全面了解情况，广泛听取意见。

在此基础上，市政协十届十四次常委会议
召开，通过评议，推进了政务公开，有力促进了
行政职能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和工作效率的提
高，密切了干群关系，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
优化。

推进都市村庄改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我们
坚持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和专委会的基础作
用，把调研的重点放在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环
节上，把调研的立足点放在我市人民最现实、最
关心、最直接利益的问题上，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举善谋、进诤言、献良策。

为民履职脚步不停歇
反映社情民意是畅通社会主义民主渠道、密

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我们把这项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倾听群众呼声，扩大信息来源。

自行车在当时还是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
具，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是时代留下的独有印
象。拥挤的非机动车道影响市民的生活感受，
而交通秩序更是城市形象的窗口和文明程度的

“名片”。为此，政协组织开展调研，并为相关职
能部门提供建议，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最终
问题得到逐步改善。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有城市公厕问
题。当时，市政协提交了《希望郑州市公厕多起
来、净起来、亮起来》的集体提案，并连续3年组
织委员进行跟踪视察。2003年，市政府把城市
公厕改造列为向社会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城
市公厕建设和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三农”问题也是当时的重点。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郑州市政协组织委员
对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等问题进行视察，反
映实情，提出对策；组织委员中的专家开展“三
下乡”活动，传播科技文化知识、推广先进适用
技术、开展咨询义诊活动；选派机关干部到贫困
村开展驻村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帮助理清
发展思路，筹资筑路打井助学。

人民，始终是人民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郑州政协始终牢记“政协”前面有“人
民”，为民代言、为民建言、为民履职，践行着人
民政协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接续奋进迈向新征程
今年是我离任的第20个年头，回忆起那些

往事，历历在目。
我虽然已年过八旬，但是身体还算硬朗，前些

年加入了郑州老年摄影学会，平时喜欢和“老伙计”
们一起拿着相机到处走走转转，拍拍郑州这座城
市的新变化，拍拍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

中牟的绿博园、荥阳的樱花园、主城区的南
环公园……我们都去逛过，郑州的休闲去处越
来越多，建设得越来越漂亮。

郑东新区的研发中心、二七区马寨工业园区的
机器人和无人机项目……我们都参观了，未来产业
的“星火”在郑州渐“燎原”，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推
动郑州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兴奋之余，我不禁感慨，现在正是最好的
时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政协人有一
代政协人的责任。期盼新一代的郑州政协人能
够更好地把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政治责任担当起
来、价值作用发挥出来、履职能力提升起来、为
民情怀体现出来、精神新风貌焕发出来，以排头
兵姿态推进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政协郑州市第十届委员会主席）

在人生的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是自己时
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对我而言，我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政协的情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命题，她是一段深沉交织着故事、辛劳、收获与
快乐的情感纽带，这份情缘，如同血液般流淌在
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革命传统故事长大的。
在院里的大槐树底下，爷爷时常给我说起我的
堂伯父的革命故事：他叫常孝行，是我胖奶家的
大儿子，1947年初，堂伯父便跟随着解放军的大
部队参军入伍了……令人心痛的是，1948年11
月份，在湖北省荆沙战役中，堂伯父不幸牺牲，
成了杞县1719名烈士中的一员，至今在开封市
烈士陵园英烈墙上还刻有常孝行的名字。

爷爷常跟我说：“你们现在能吃上好面馍，
都是你堂伯父他们那些人拿命换来的……”对
堂伯父来说，最大的遗憾，或许就是没有看到新

中国的成立和全国政协第一次大会的召开。那
时的我，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啥叫“拿命换”，但
在心里已悄然种下了对国家、对人民政协的爱，
这份爱，随着岁月的增长，愈加浓烈……

心向往之，认知人民政协
“人民政协”，全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为何“政协”前面要冠以“人民”二字，曾经是我心中
的谜题，直到高中时，一位教政治的老师帮我找到了
谜底：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其名称中的“人民”二字，不仅
是对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明确标识，也是对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即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后来，我成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政协委
员，我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人民，始
终是人民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牢把
握“人民”二字，奋力书写“人民政协为人民”新
时代政协履职新答卷，是每名九三学社社员、政
协委员的使命与担当。

矢志不渝，笃定人民政协
“党在心中，家国情怀，群众良心”，作为一名

九三学社社员、政协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人民政协为我指明了努力方向和着力重点。
2018年以来，围绕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经

济建设、民生事务、基层治理等方面，我先后撰
写了 200 余篇、约 40 万字的社情民意信息、调
研报告。

“有些信息，简直可以说是从废纸堆里
‘淘’出来的。”我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建议
构建大数据交易国际（国内）标准体系》，“那
是一条差点漏掉的金鱼”。选定了“大数据”
的方向后，我便着手查阅资料、搜集数据、咨
询专家、实地调研、座谈交流……虽然最终
不过是篇 1500 字的社情民意信息，我却花费

了 2 个月时间、搜集了 20 余万字相关资料、
咨询了 40 多位专家学者、实地调研了 9 家关
联企业……

这篇1500字的社情民意信息，不仅被作为
九三学社中央界别提案提交全国政协，还为我
后期撰写关于大数据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化基
层治理等调研报告，夯实了基础。

“实现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职务的高低，不
在于财富的多少，而在于为人民做了多少事，
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多少力量。”焦裕禄的这句
话，一直激励着我在人民政协的击鼓催征声
中，议政建言，笃行不怠；秉持初心，奔向未来！

（作者系政协郑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
九三学社郑州市委会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主
任、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土地储
备中心干部）

扛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的政协担当
祖松臣

情牵人民政协 风雨同舟同向行
常佰军

75年前的9月，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凯歌
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召开，人民政协制度正式确立。

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奋进。75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政
协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
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走过
了辉煌历程。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暨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郑州市政协携手
郑州日报社推出“我与人民政协75年”征
文栏目，以政协委员、各党派团体、各族各
界人士和政协工作者的第一视角，讲述鲜
活生动的履职故事，见证协商民主的累累
硕果，吹响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

击鼓催征，奋楫扬帆。我们坚信郑州
市政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在中共郑州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团结
民主、务实协商，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郑州实践中书写新的时代华章。

即日起，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
网、正观新闻、郑在协商等全媒体平台将
择优刊发征文作品，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暑运圆满收官

郑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748.5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张倩）8月 31日，为期 62天的铁

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 1日至 8月 31日，国铁集团
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3748.5万人次，较 2023年同
期增长 11.2%。其中 34天单日旅客发送量保持在
60万以上高位运行，单日最高发送旅客 74.6 万人
次，较 2023 年同比增加 18.2%；累计发送货物
3057.9 万吨，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3.1%，客货运输
安全有序。

暑运期间，河南丰富的文旅市场古都游、山水
游、美食游和“特种兵”打卡游，吸引了大量的全国
游客，为服务“游古都、逛山水”铁路旅客出行，国铁
集团郑州局持续创新客运新产品，发售“郑州+洛

阳+开封”旅游计次票和郑阜高铁郑沈段、郑渝高
铁郑邓段的 30 日定期票、20 次/90 天计次票、10
次/90天计次票，优化客运产品，不断满足旅客多样
化个性化出行需求。

国铁集团郑州局全面提升装备“硬实力”、服务
管理“软实力”，发挥铁路新质生产力优势，使用大
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在客流量较大车站运用
车站“天眼”系统，实时分析客流情况，及时做好大
客流疏导和安全防护。

同时，丰富郑州东站“丹丹”、洛阳站“天香”等
车站服务品牌，落实适老化服务等便民利民措施，
强化重点旅客预约服务，提供“一对一”定向帮助。

不断提升铁路畅行码、互联网订餐等服务品质，持
续在餐饮服务的品类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河南烩
面、小碗菜等特色餐饮，让旅客在高铁上乐享“一盒
好饭”。

暑期各地电煤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郑州局抢抓
迎峰度夏时机，发挥铁路集中统一调度指挥优势，
用好太焦、侯月、瓦日、安李等铁路主要煤运通道，
精准掌握多样化运输需求，加大万吨列车开行力
度，全力保障电煤供应高效送达。

同时，发挥大运能、全天候、绿色环保优势，扎实
推进货物运输“公转铁”，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科学确
定“一口价”下浮区间，为企业货物运输提供实惠和
便利。打造高品质班列品牌，在中欧班列（郑州）货
物装卸、调度组织等方面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
服务，实行优先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压缩“最
先和最后一公里”时间。暑运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
累计发送煤炭2070.2万吨，同比增长4.4%；发运中
欧班列（郑州）货物7.5万吨，同比增长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