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一版冤聚力民生福祉，
始终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民生保障的
重要目标，严格执行上级各项惠农
富民政策，坚持把好事做好、实事做
实。农房改善项目滨河花苑一期于
2020 年 5 月底开工，10 月 20 日在
全区率先实现主体竣工验收，共建
设住宅 58 栋 212 户，惠及搬迁农户
800 余人。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攻坚行动，着力推进顺西村市
级人居环境示范点打造，以“一村一
品、一村一特色”为目标，努力建成
设施先进、配套完善、环境宜居的新
农村。

顺河镇党委书记刘从淮表示，
2021 年，顺河镇将在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上再突破，确保竣工 3000 万元
农业项目 2 个、5 亿元项目 1 个，开工

3 个重大亿元项目；在乡村振兴、民生
实事上再发力，两到三年内把顺河建
成设施先进、配套完善、环境宜居的
新农村；在党建引领、品牌建设上再
创新，结合顺河红色历史、地方文化，
深度挖掘“一轴两线”沿线村居人文
历史、红色资源，持续凝聚乡村振兴

“红色动能”。

顺河镇

狠抓项目聚力民生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渊紧接第一版冤全区各镇街、各部门要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化、
宗教、民族、乡村振兴、养老、疫情防控
等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思考，以“对标找
差、补短强特、创新实干”为主轴，以

“八大攻坚”行动为抓手，以补项目短
板、补民生短板、补乡村振兴短板为重
点，谋划细化落实落地的具体路径和
措施，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两手硬”，努力建好全市展现
“象征意义”的窗口。

就贯彻落实好省委十三届十次全
会精神，张笑强调，要突出思想引领，
以更高的站位提升认识、凝聚共识，始
终沿着中央和省委、市委指引的方向
坚毅前行。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守
初心、担使命、锻本领、开新局的努力
奋斗，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和
重要回信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
障各项工作方向不偏、主线不移、势能
不减。要胸怀“国之大者”，以更大的担
当对标找差、补短强特，始终站在全省
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上乘势而上。按照
全省“六个率先走在前列”总体思路，
抓住全省拿出更多优质资源要素支持
苏北发展的有利机遇，乘势而上、攻坚
克难，实现高质量发展弯道超车、跨越
赶超。要持续攻坚重特大项目。抓实招
引、建设、运转等关键环节，加快补齐
10 亿元、50 亿元项目短板，力争在百
亿项目上实现突破。要加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培育和企业上市引导的
力度，重点培育百亿企业，提升园区平
台环境和承载力，挺起全区产业发展

“脊梁”。要大力推进中心城市建设。统

筹推进古城复兴和新城建设，加快新
型城镇化步伐，缩小城乡生活品质差
距。要以“百里画廊”为重要抓手，结合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强化“四湖一垠一
镇”周边环境整治，加大老旧小区、历
史街区和公园景区等改造提升力度，
彰显古城特色与魅力。要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继续大力实施美丽乡村三年
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农业产业、农村环
境、农民增收，用心做好农房改善“后
半篇文章”，展现乡村振兴“八美”新气
象。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健全联
防联控常态化疫情防控体系，推动教
育、医疗、养老、文化等资源均衡配置，
优化提升公共服务，统筹好发展与安
全，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
坚持从严治党，以更高的标准转变作
风、提振精神，始终为谱写淮安区精彩
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以省委
提出的“提升四种能力”为目标，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结合“两在两同”
建新功行动，全面开展“我们都是收信
人”系列活动，深入开展“说到做到、干
就干好”作风建设行动，从严从实转作
风树新风促政风，为谱写“强富美高”
新淮安区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就贯彻落实全市提高常态化疫
情防控水平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体系建设交流研讨会精神，张笑强
调，要始终绷紧思想之弦，坚持久久
为功，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将
常态化疫情防控作为一项长期化的
重要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健全“一办
十二组”常态化组织体系，确保应急
状态下第一时间人员到位、设备到
位、物资到位、处置到位。要全面梳理

防控隐患、封堵防控漏洞，确保监管
全覆盖、无死角。严格落实《重点场所
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2021 年 8 月
版）》，坚持“人、物、环境同防”“闭环
管控”，强化健康监测、疫苗接种、核
酸检测、清洁消毒和应急处置等措施
要求，全面排查梳理防控隐患，织密
织牢防控网。要落细落实防控措施，
运用大数据技术，务求精准、细致、高
效。目前，公共场所和经营性场所有
序恢复了开放，群众生产生活秩序也
在逐步恢复，防控上要更加科学精
准、严守常态化防控措施“最后一
米”。要坚决筑牢“防输入”的屏障，强
化道路卡点管控，稳妥做好中高风险
地区人员车辆排查和劝返工作，运用
好“大数据 + 网格化 + 铁脚板”机制，
发挥“三大运营商”作用，强化离淮返
淮人员摸排，实时掌握动态，强化科
学分类管理，最大限度提高重点人群
筛查识别率，确保人员管控无死角。
要做好集中隔离点的规范化、流程化
管控，常态化落实小区社区、公共场
所戴口罩、测温、亮码和扫码通行等
措施，让亮码扫码通行成为群众自
觉。要加快疫苗接种进度，开展未接
种人员摸排，逐级建立清单台账，组
织无禁忌症、符合条件未接种群众加
快接种，确保适龄人群应接尽接，重
点行业人员应接必接，构建免疫屏
障。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属地、部
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做到属地
主责、单位全责、部门尽责、个人有
责，各负其责、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全力 以赴做 好常态 化疫情 防 控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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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区物业管理很好。假日里，
除了路边喇叭里播放的轻音乐和孩
子们嬉闹声外，很少能听到其他声
音。

童年时，夏天特别难熬。唯一能
消暑的只有到门前的大汪塘中洗
澡，但时间不长父母便呼喊着让我
们回家休息。一家人在堂屋里或坐
或躺，父母亲轻轻摇着蒲扇，但飘动
的依旧是阵阵热浪。“冰棒哪个吃！”
这吆喝声犹如一股强心剂顿时刺激
了我们昏昏欲睡的神经。眼巴巴望
着父母，希望他们能从口袋里、凉席
下、木箱里拿出一两角钱，哪怕五分
也行。偶尔能心想事成便赤着脚飞
奔出去。卖冰棒的打开自行车后座
上的白色木箱，轻轻揭开棉被，一阵
冷气冒出，不由得闭上眼睛猛地吸
上一口。当然，这样的“幸福”感是屈
指可数的。

毕业后在农村工作。冬天的傍
晚，温度下降，饥饿寒冷渐渐围拢过
来。这时就期盼着那熟悉的吆喝声
传来：“香干———臭干”“香干臭干
喽”，同样的内容不同的韵味，经过
卖干人经典一样的演绎后感觉尤为
动听。卖干人好像知道我们内心的
渴望，到了办公室隔壁吆喝得更加
有力。同事们轮流请客，迅速叫住卖
家。几分钟不到，一两袋“干子”就摆
上了办公桌。袋中有香干、臭干、海
带、花干，配上香菜和其他佐料，怎
能不叫人垂涎欲滴呢？大家拿上竹

签迅速大快朵颐，迟到的没有了竹
签，干脆用梅花指夹着享用起来。

吆喝声种类很多。搬家时，突然
听到“废铜废铁废铝拿来卖、旧书报
纸拿来卖”，能帮你迅速清除整理出
来的杂物；家中的某样物件损坏了，
正无计可施时突然听到“修理煤气
灶、打气筒、电饭锅，清洗油烟机”

“铲刀磨剪子喽”……
然而，一直让我难忘、揪心的却是

小喇叭里传出的一个男子的吆喝
声，那声音经年未变，但他的容颜却
由青春年少变得两鬓斑白，黝黑的
脸上一道道皱纹越来越密、越来越
清晰。“醋啊—酱油、大盐、小盐、味
精、大头菜……”声音由高亢绵长渐
渐变得低沉短促，仿佛那吆喝声就
是他生平的写照。老人年轻时一直
带着自己的女儿、拖着平板车走街
串巷；后来女儿大了他独自一人依
旧经营着自己的“平板车”；几年后
女儿又回来了，女儿拖着平板车。如
今老人怎样了呢？我总想着：赶上好
的社会，老人的脸上一定少了岁月
的沧桑，多了幸福的欢笑吧！

前几天到老宅打扫，又一次听
到“窗帘、豪华窗帘，免费安装”的吆
喝声，我心里不由寻思：多好的服务
啊，连窗帘都上门定制安装了！

吆喝声不仅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而且点缀了我们的生活，就如同广袤
的天空中突然飘来了几声动听的鸟
鸣。

遛弯至乡野，发现一个篱笆小院，住着两位老
人。院落不大，没有水泥地面，却打理得很干净。砖
块垫底，石磨置上就是饭桌，饭桌的上面是瓜棚，新
旧丝瓜，墨色绿色皆有，稀疏垂下，很有古风和诗
意，适合把酒临风、月下对饮……

此时是秋天，扁豆攀爬在篱笆上，叶子葱绿，紫
色的碎花一丛丛盛开着，煞是喜人……一边结果，
一边开花；一边开花，一边结果。扁豆，是秋天的少
妇，美丽着，孕育着，很惹人喜欢。

“一庭春水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没想到
一生爱竹的郑板桥，还这么迷恋土得掉渣的扁豆
花。在很多文人高士的画作或文字里，一草一木都
有了灵性和感应，能够与人同喜同悲，欲语还休。本
应是瓜果飘香、谷穗压弯躯干的季节，所有的姹紫
嫣红早已化作尘埃，只有扁豆还在开着花儿，笑迎
冰天雪地的到来。兴许郑板桥与扁豆花对视过，倾
慕过，忘我过……

据说扁豆源自非洲，秦汉时传入我国。“身毒有
荚豆，扁薄类豚耳”，这是汉文帝时期《大荒纪闻》里
的记载，至今河北等地仍把扁豆叫做“猪耳朵”。我
的故乡在皖北地区，故乡人称扁豆为“茶豆”，这是
我始终不明白的地方。“茶”与“豆”本来是不相关联

的植物，偏偏硬把它们往一块儿凑。故乡食用的扁
豆是紫色的，后来生产队种植一种白色的扁豆作为
药材。我想，既然扁豆可以药用，那就跟喝茶叶水一
样，能够去除人肠胃里的脂肪，所以扁豆与茶就这
么有了关联，扁豆有了“茶豆”的别名也就不足为怪
了。

年少时农村物质匮乏，没有砖瓦，家家户户都
是简易的篱笆院落，饭桌就放在丝瓜棚下，除非下
雨了才会慌忙搬进土屋。入秋天凉，一家人坐在篱
笆院落里吃饭聊天，天南海北，说些听来的消息。有
时邻居也来凑热闹，加入谈天说地的行列，说着说
着，月亮就升到了正南方，照在了门口那条练带般
的溪流里，“贪与邻翁棚底话，不知新月照清溪”。多
么美妙的乡间夜的意境，至今依然温暖着我的年少
梦。

扁豆种植没有过多的要求，粗放种植即可旺盛
地生长，篱笆园、土墙旁、树底下都是扁豆的乐园。
有一年我把扁豆粒放进一棵老柳树的树皮里，它居

然也能发芽成长，老年人都觉得蹊跷，说扁豆瓷
实、不矫情。扁豆是藤本科植物，喜爱攀爬向上，所
以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可供攀爬的架子。有些扁
豆爬到树梢，到了冬天，一树的干扁豆像是树长了

无数只耳朵，每当西北风“呼呼”刮起，风干的豆粒
拼命地撞击干瘪的豆荚，发出“刷刷”的声音。

一到秋天，母亲喜欢把极嫩的扁豆摘回家，去四
周老筋，洗净，切丝，放葱、姜、蒜，热油入锅，油最好
是坛子里用小勺挖出玉脂般的猪油，扁豆丝与青椒
丝同时倒入锅里翻炒，淋少许清水即可出锅。更多的
时候，母亲会把扁豆放在开水里烫一下，然后把烫过
的扁豆放在太阳底下晒，直到晒成扁豆干为止。

扁豆干烩肉那可是一道上好的家常菜，先把扁
豆干用温水泡，大片的切一刀，小片保留原样。先炒
肉片，后放泡软的扁豆，再次翻炒，直至豆肉相处融
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出锅的扁豆烩肉，肉，
入口肥而不腻；豆，食之滑溜，干而不柴，有嚼头，扁
豆粒特别好吃。儿时每次吃扁豆干烩肉，争抢豆粒
都是我们兄弟的一大乐事，至今想来，豆香还在唇
齿间缭绕，快乐还在思绪里蹦跳。

满架秋风扁豆花，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文
人风雅，在秋天里前行着。

去年暑假，我在外面玩，看见有几
个小伙伴在骑自行车，觉得很好玩。可
是我一直不敢骑，总怕摔跤，但看着小
伙伴们潇洒地骑着“铁驴”，心里痒痒
的。后来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下，我终于
鼓足勇气，开始学骑自行车了。

刚开始，望着不会说话的“铁驴”
我不知从哪下手，爸爸妈妈说开始不
会就先推着走，熟悉一下“它”。后来慢
慢有了感觉，开始能坐上去骑了，但心
里还是有些小紧张。妈妈说：“别紧张，
身子要坐正，两眼向前看，双手握住龙
头。”爸爸一手帮我平衡车头，另一只

手稳住自行车后座，哥哥也在一旁帮
手，慢慢向前推动。就在我骑着快找到
感觉时，爸爸松手了，我一时着慌推动
平衡，“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腿破皮
了，疼得我直掉眼泪。爸爸把我扶起，
还说“在哪里摔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
做什么事都要有恒心，不能半途而
废！”

过了一会儿腿不是很疼了，我又

骑上我的“铁驴”继续练习了。终于，我
不用爸爸妈妈扶就能兜上几圈了，我
兴奋得不得了，像打了胜仗的将军凯
旋一样！

我心想：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
心人啦，不会不要紧，只要坚持大胆去
做才有结果！

指导老师院戴小庆

在全国的革命圣地中，有一个名字与中
国革命一样辉煌，这就是井冈山。1927 年 10
月，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
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由此走向胜利。

绿是井冈山的特点。我对这座山的仰慕，
是从著名作家袁鹰的那篇散文《井冈翠竹》开
始的。前段时间，正值“井冈山杯·中国最美游
记”颁奖活动，我应邀为获奖作家颁奖，于是
带着对革命烈士的无限敬仰来到了这座中国
红色革命的神圣之山。这里，峰峦、山石、瀑
布、溶洞、温泉、珍稀动植物、高山田园风光，
应有尽有，令人流连忘返。难怪郭沫若当年畅
游井冈山后，发出了“井冈山下后，万岭不思
游”的赞叹。

在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党旗
显得分外鲜红。在她的见证下，我们重温了入
党誓词。随后，大家又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烈
士墓碑林，对百名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牺牲的烈士进行瞻仰，向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新中国诞生的革命先烈鞠躬致敬。

途中，美丽的女导游问我，你从哪里来？知
道袁鹰吗？他的散文《井冈翠竹》被刻在井冈山
的百竹园里。我是淮安人，自然对家乡作家袁
鹰的《井冈翠竹》充满亲切感，自然想一睹百竹
园的风采。井冈山的竹子多，而且现在井冈山
人还把全国各地不同的竹子，移植到井冈山，
建了个百竹园。不仅竹子多，山上的树木更多，
这里没有荒山，一个山头就是一颗绿色的明
珠。在任何一个地方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
当年，在红军撤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敌人
曾对井冈山进行了大肆的洗劫，提出“石头要
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灭绝人性的口

号，对井冈山进行残酷的烧杀。然而，井冈山人
就像井冈山的树木，烧不毁，砍不倒。英勇的人
们倒下去，更多的人们站起来，他们永远充满
生机和活力，挺立在井冈山上。

井冈山中心景区茨坪好似一座宁静、典雅
的花园式小山城。在茨坪毛泽东同志的旧居
里，有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蜡像，毛泽东坐在桌
前的椅子上，贺子珍坐在床边。室内只有一床、
一桌、一椅，另外就是一盏土制的油灯———在
靠近门口的低矮的屋梁上挂着一盏马灯。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由于敌人对革命
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服装、弹药、粮食、油盐
的供给都很困难。在那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
泽东同志号召全体军民厉行节约，向全军宣

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灯的规定，内容是：团、营、
连部晚上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办
完公要熄掉，连部留一盏灯作带班、查哨用，
只准点一根灯芯。毛泽东同志就是带头厉行
节约的模范执行者。按规定，他可以点三根灯
芯，但为了节约，他一直用一根灯芯办公、看
书、写文章，还常常忙到深夜。就是在那一根
灯芯的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
斗争》等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篇章。就是那昏
暗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燃起了中
国革命的熊熊烈火，烧毁了黑暗的旧世界。毛
泽东同志卧室的那盏马灯是缴来的战利品，
红军战士把它送给毛泽东同志，但因为山上

的油紧张，他一直没舍得用。
南山公园有一条红军谷，谷中有一条小

道，又名红军小道。这里曾经是毛泽东同志派
何长工给绿林武装王佐做思想工作的小路。
当年，井冈山上的绿林首领王佐，以井冈山为
依托，扯起绿林大旗，唱着“红薯丝，木炭火，
除了神仙就是我”的山歌，杀富济贫，成了山
大王。是毛泽东同志使王佐由一个绿林好汉，
成长为一个胸中有着远大理想、政治觉悟的
革命者。

毛泽东同志曾经问王佐：“站在山上能看
到哪里？”王佐说：“可以看到江西，还可以看
到湖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江
西，看到湖南，站在井冈山，我们要看到全中
国，看到全世界。”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和启
发下，王佐积极支持和投身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建设，并于 1928 年 4 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成为我军早期重要指挥员和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翠竹的深处，有一块读书石。本来，这
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但它又不是一块普通的
石头，因为毛泽东同志每天坐在上面读书，人
称读书石。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就是博览群书
的一生。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在环境非常
险恶、条件特别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如饥似
渴地读书。在有的人不知道革命下一步该怎
么办，甚至对革命前途产生动摇的时候，毛泽
东同志仍然坚持每天抽时间读书，从《共产党
宣言》等书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为了了解
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同志非常需要当时出版
的报纸，但由于敌人的封锁，山上没有报纸，
贺子珍就下山去搜集报纸，带回来给毛泽东
同志阅读。正是因为读书，毛泽东同志具备了
他人所不具备的深刻和睿智，使他的眼光能

够穿透重重迷雾，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看到
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自 1920 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
《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到井冈山后，他又
反复研究一些军事典籍。尽管戎马倥偬，但书
依然是他寸步不离的伙伴。他给警卫排的战
士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
之后，必须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带回来
给他阅读。1928 年 5 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
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
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毛泽东同志渴望许
久的《三国演义》。他见到后连声赞道：“这真
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在展陈方式上采
用了大框架、立体版面，集中形象地宣传、展
示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文物 800 余件、照
片 2000 多张。运用现代声、光、电等高科技手
法，最终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综合展示井冈
山革命斗争历史的基本陈列。这个陈列主题
明确、观点鲜明、史料翔实、脉络清晰、形式生
动，准确地向广大观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与此
同时，围绕井冈山斗争历史的丰富内容，布置
了多个专题陈列、旧居旧址的原状陈列、辅助
陈列、井冈山精神的流动展览等。

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100 年的
风风雨雨。忆往昔，峥嵘岁月；看未来，任重道
远。即使这条路坎坷崎岖、荆棘密布，只要我们
像前辈那样执着，井冈山的竹子就会翠绿不
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看着满山的竹子，我的心里想得很多。是
的，有绿叶，才会有红花；井冈山上只要是郁郁
葱葱，就会带给大众希望。

登上革命圣地井冈山
赵日超

梦 里 吆 喝
丁文书

扁豆花儿开
张新文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新安小学四渊7冤班 马丽艳

张笑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渊上接第一版冤
张笑强调，要始终敢于斗争、

顽强拼搏，做本领过硬的“模范标
兵”。目前，淮安区正处于加快发
展、全面构建“1+5”发展格局的关
键时期，区委办公室作为首脑机
关、中枢神经，必须发扬斗争精神，
刻苦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能力，成
为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问策能对、
遇事能办的行家里手，切实保障区
委的高效运转。要思考在前、谋划
在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
科学处理各种问题。要严谨细致、
精益求精。养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
风，牢固树立精品意识，达到“百密
而无一疏”。要敢于探索、勇于创
新。不断解放思想，主动突破常规，
改进方式方法，不断健全现有规章

制度，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和水平。
要锻炼文笔、写好文章。大力发扬
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改的“三不
怕”精神，耐住性子，潜心钻研，多
思多练，不断提升综合文字水平。

张笑强调，要始终吃苦耐劳、
乐于奉献，做爱岗敬业的“模范标
兵”。要在热爱痴迷中寻找认同感。
将工作内化为自身需要，将责任升
华为自觉行动，在干好工作中获得
价值认同，在实现人生价值中找到
人生的归属感。要在踏实苦干中彰
显责任感。始终将责任铭记心中，
扛在肩上，立足岗位自我加压，不
推不让，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
地把工作干好。要在敬业奉献中收
获成就感。大力弘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精神，坚

持做到事业第一、工作为先，把无
私奉献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追求，
在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在奉献中
不断成就办公室这个光荣集体。

张笑强调，要始终挺纪在前、
守牢底线，做廉洁自律的“模范标
兵”。要严守纪律规矩。自觉把政治
纪律、政治规矩挺在前面。要严格
要求自己。在工作中、生活中，时时
处处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牢记“一
言一行代表区委形象”，时刻做到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突出严
管厚爱。办公室领导班子对办公室
全体同志要做到严格教育管理与
关心爱护支持并重，加强人文关
怀，营造好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
围。

区委书记张笑参加区委办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要求

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建好周总理家乡的“模范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