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持续高温，农业银行淮安分行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深入营业网
点，开展为一线员工“送清凉”活动，将组织关怀和温暖送到员工心坎上。

■通讯员 柳 红 陆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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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盛 杰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作为中学生，我们要好好学习，
多做好事。”日前，江苏省淮阴中学高
一年级学生、获评2022年淮安市“新
时代好少年”的江南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只有学好文化知识，才能谈为祖
国建设贡献力量。”在学校，江南以优
秀的同学为榜样，阶段性地制订学习
计划，不断超越自我。一直以来，江
南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时，连续两年
获评校“优秀少先队员”，连续三年获
评校“三好学生”、获得“李更生奖学
金”特等奖，并于2019年在全国青少
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一等奖。
进入高中后，他更加努力学习，成绩始
终居年级前列。

江南自小热爱科学，尤其喜欢化
学。为学好化学，他经常参加各种化
学实验课，拓宽知识面，为未来打下坚

实基础。2020年，在老师指导下，他
与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科技创新
活动，用了近一年时间，完成《校园地
下排水系统改进研究》科技创新项
目，并在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荣获三等奖。

生活中，江南关注国家大事，并
希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今年初，他利用寒假走进市二院，协
助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引导、流调、
自助挂号等服务。

“新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
一个包容的时代。作为新时代的中学
生，我不仅要学好课本知识，还要了解
社会热点和时事政治。”江南虽年纪不
大，却有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

去年5月，92岁高龄的老父亲在家
不慎摔倒，头部受伤，被送进医院救
治。老人开始住在三人一间的普通病
房，由于年事已高，为方便治疗，后来，
我们把他转入专为离休干部准备的单
间病房。刚安顿下来，老爸就问：“这病
房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他一辈子不
喜欢麻烦人、拒绝搞特殊，便赶紧告诉
他转入老干部特需病房，一是政策允
许、二是治疗需要，而且单间费用是我
们自己出的，老人家这才点头认可。

父亲 17 岁投身革命参加解放战
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党委、政府、政
协、报社、大学等部门和单位担任过领
导职务，离休后又继续发挥余热，到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持《家长》杂
志的编写工作，一直干到80岁才回家
颐养天年，工作时间长达63年！在我
的记忆里，父亲不是手拎公文包匆匆
忙忙赶路上班，就是在台灯下默默伏
案工作，几十年来，从未听他说过一句
抱怨工作、论人是非的话。他的言传

身教——“对待工作勤恳踏实、对待同
志宽厚真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们，这也成了我们家特有的家风。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做事认真不
偷懒、对人诚恳没心机是老实人的基
本特征，我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到别
人评价我和父亲是老实人。

以前“老实人”是褒义词，上世纪六
十年代，我们党曾大力提倡“三老四严”
的优良作风 ，鼓 励 大 家 争 当 老 实
人。在当时的一些影视作品中，每
当有人问找对象要什么条件时，姑娘
总是低着头害羞地说：“没啥要求，只
要人老实就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受
市场大潮冲击，人们的观念发生巨大
变化。老实人守规矩不善变通、讲真
话不愿撒谎，被认为是“愚蠢”和“无
能”的表现，越来越不吃香。相反，遇
见“红灯”绕道走的人，却成了人们口
中的“能人”。于是，“地沟油”“假奶
粉”充斥市场，“豆腐渣”工程和“钓鱼”

工程屡见不鲜。司法部原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卢恩光从一个民办教师通
过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
庭情况全面造假，一路贿赂领导、欺骗
组织，从乡镇到京城、从副科到正局，
六年提六级，最后官至副部，其不讲政
治、不守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的

“不老实”言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严
重影响了党的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
多次强调，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是共产
党员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是领导干部

“官德”的外在表现，也是我们党的一
贯主张。“老实”是一种科学精神、一种
政治品格、一种优良作风，唯有做到

“老实”，才能做一个纯粹的人，才能得
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才能真正
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经得起历
史的考验。

“我生长在一个党员之家，爷爷奶
奶、父亲母亲都是拥有几十年党龄的老
党员。爷爷在解放战争中就加入共产

党参加革命，父亲在纪委长期从事党的
纪律检查工作。我从小就聆听革命前
辈的英雄事迹长大，在长辈的言传身教
下，一直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
情，对党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渴
望能够成为这个光荣队伍中的一员。”
这是我女儿2016年走上工作岗位后，
向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的几句话，
现在她已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父亲为
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有了信念坚定
的接班人，“对待工作勤恳踏实、对待
同志宽厚真诚”的朴实家风一样会得
到传承，我们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将

“做一个对党忠诚、严于律己的老实
人”作为永远的追求！

做一个对党忠诚、严于律己的老实人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 旻

“想有所建树，得对自己有狠劲
儿！”淮安社科人物、淮阴工学院设
计艺术学院副教授程渤是这么说也
是这么做的。

作为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
论方向银奖获得者，即便已摘取这
一艺术门类顶级奖项，程渤平时仍
沉浸于书法世界中——购纸以“刀”

为计量单位，一刀100张，不到半个
月即所剩无几，有时纸用完了就用
旧报纸练习；毛笔更是用残无数，横
七竖八地形成“笔冢”，堆于屋角，默
默地昭示着主人的勤奋与坚守。对
程渤而言，每天练习书法两小时，是
习惯，也是一种享受。

在艺术之路上，程渤其实是半
路出家。经济管理系毕业的他，始
终不忘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十八岁
起，程渤陆续在《羊城晚报》《足球
报》等报刊发表漫画，所赚稿费悉数
用来购买画材、字帖等。工作后，他
对书画的兴趣更加浓厚，也愈发觉
得未经正规训练是个缺憾。几经思
考，程渤决定遵从内心、改弦易辙，
通过考研重新规划人生。2001年，
他考取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
此走上书法艺术之路。

从经济学转向美术学，仅靠“爱

好”二字远远不够。读研让程渤发
现，自己书法理论基础还不够扎
实。为弥补不足，他花大量的时间
研读有关著作，用时两年打磨出一
篇万余字的论文。2004年毕业之
际，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召开，
程渤投稿后意外入选，这意味着他
可以直接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

“要创作，更要创造。持续的精
进，才有持续的收获。”程渤表示。
硕士毕业后，已在淮阴工学院任职
的他，仍觉得自己在艺术方面“造诣
肤浅、根基薄弱”，便于2012年考回
南师大美院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
之后，他一直奔波于淮安、南京两
地。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带来的必
是丰厚回报。坚信“勤能补晚”的程
渤，在全国第十届书学讨论会上再
次获奖，博士论文《元代书法家群体

与复古观念研究》于2017年获得国
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2020年荣膺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21年10
月，书稿《元明清三代刻帖史论稿》
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五年内两获国基立项，程渤科研实
力可见一斑。

数年如一日，有些人将日子过
成了机械而无聊的重复甚至是痛苦
的煎熬，程渤却选择在人生的有限
舞台上释放无限可能，将艺术的智
慧发挥到极致。

■融媒体记者 王妍妍

精研理论付真情 潜心翰墨笔飞扬
——访淮安社科人物、淮阴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程渤

读好圣贤书 关心天下事
——记“新时代好少年”江南

■通讯员 罗成宝

日前，淮安市电梯应急处置中心发布二季度电梯救援数

据。据统计，二季度，“96333”处置电梯困人诉求987起。

其中，困人场所前三位依次是住宅区域（占比92%）、办公楼

宇（占比1.93%）、医院（占比1.42%）。困人时间段前三

位依次是18：00-20：00（占比16.62%）、16：00-18：00（占

比15.1%）、8：00-10：00（占比12.77%）。

二季度，“96333”共解救被困电梯人员1580人，救援

到场平均用时12分56秒，同比减少9.13%，远低于国家

法定用时30分钟；现场救援平均用时3分18秒，同比减

少16.46%。市电梯应急处置中心温馨提示：文明乘梯，若
被困电梯，请拨打24小
时救援电话“96333”。

电梯困人原因中，人为原因为主要因素之一（占比

31.81%），包括生活垃圾、装修垃圾导致开关门受阻，野蛮
搬运致门变形，超载、阻挡关门时间过长等不文明用梯行为。

二季度二季度，，““9633396333””
处置电梯困人诉求处置电梯困人诉求987987起起

补植的杨树这样成长
——盱眙县人民法院守护生态文明纪实

■通讯员 邱 菊

本报讯 新一轮疫情发生后，淮
安区财政局多措并举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企业注入“强心剂”。大力实施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在稳企业、稳就业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同时，对部分行业阶段性实施
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费政策，缓解这些行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金压力。

为企业送去“暖心汤”。为确保
企业应享尽享 2022 年各项惠企政
策，把疫情对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该局主动作为，配合区相关部门积极
推广“网上办”“掌上办”等“不见面”

办理业务模式。大力推广“免申即
享”经办模式，简化工作流程，方便企
业办事，实现疫情防控和政策服务“两
手硬”。

为企业浇灌“及时雨”。受疫情影
响，不少企业摁下“慢行键”。就在企
业一筹莫展之际，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等政策的实施，为其解了燃眉之急。
截至6月底，该局已为1842户企业发
放稳岗返还资金1240.7万元，惠及职
工32313人。同时，配合区人社局指
导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员工
技能水平，加快培训补贴兑现，今年以
来，共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
金114.78万元，有效稳住了就业基本
盘。

为企业发展“输血补气”
淮安区财政局多措并举助企纾困

■融媒体记者 姜彩兰 杨丹丹
通 讯 员 郑卫平 黄 舒

周佳芸

徐洪河畔，碧草青青，千余棵杨树
挺拔傲立。

“都不记得在盱眙、泗洪之间来回
跑了多少趟，我是看着这些树从光秃
秃的小树苗长成现在枝繁叶茂的样
子。”近日，盱眙县人民法院洪泽湖流
域环境资源法庭（以下简称盱眙法院
环资庭）法官蒋莹莹再次来到徐洪河
畔的杨树林，看着 1000 多棵葱郁的
杨树，想到两年来的奔波，不由感慨
道。

遇新题：补植就能真正“复绿”？

2020年8月，盱眙法院环资庭审理
了两起滥伐林木案和一起盗伐林木案，
在判处刑罚的同时，责令3名被告人于
判决生效后补植杨树1130棵，并负责
养护，养护期满验收时成活率需在85%
以上。

为保证补植杨树的成活率，2021
年3月，盱眙法院联合泗洪县人民法
院、检察院、司法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就这3起案件签订《生态复绿管护
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盱眙法院及
时了解管护情况，协调各单位完成管

护工作。
2021年6月，盱眙法院环资庭法官

前往泗洪县开展巡回审判。审判结束
后，看着路边树木郁郁葱葱，蒋莹莹忽
然想起被判令补植复绿的3起案件。
在确认补植地点就在附近后，蒋莹莹一
行决定实地勘察补植情况。

在补植地点，蒋莹莹正巧遇到被告
人之一的马某。

“我买了110株树苗，找来三四个
人帮我一起栽种。”马某向蒋莹莹介绍，

“这一大片树苗都活了，长得特别快。
但是那边有几棵已经蔫了，怕是活不了
了，会不会影响后期验收？”

“能不能达到成活率，关键取决于
你是否用心维护。”蒋莹莹说道，心想过
段时间得邀请种植专家给他们讲解如
何种植与管护树木。

随后，蒋莹莹和同事前往另一个补
植点，发现草木萧疏，新种植的树苗像
被霜打过一般，奄奄一息。

蒋莹莹赶紧电话联系负责此处补
植的被告人孟某：“你有没有看过树怎
么样了？达不到验收标准要承担一定
责任，你知不知道？”孟某有些慌了，承
认自己忙于打工，树苗种下后就没维护
过。

蒋莹莹听后又急又气，心想：如何
发挥好《生态复绿管护合作协议》效用，
督促异地补植的被告人自觉履行义务，

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寻良方：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不抓督导落实，签订再多的协议
也没有用。”带着这个想法，盱眙法院
环资庭的法官们马不停蹄地忙碌起
来。

该庭庭长孙在桐来到签订协议的
单位，如实说明发现的问题，并通过
发函的方式请他们反馈监督情况，适
时进行技术指导。待协议单位领导
明确表态后，法官们悬着的心才放下
来。

“与其签订协议，不如在个案的基
础上进行加工、升华，找寻类案规律，形
成长效机制，这样才能使司法审判转化
为护航绿水青山的‘再生动力’，提升生
态环境修复效果。”盱眙法院分管环资
工作的副院长张永丽说。

没过几天，盱眙法院环资庭的法官
们启程前往泗洪县，与相关单位就类案
签订长效协作协议等事宜进行磋商。
泗洪县法院、检察院、司法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迅速与盱眙法院达成一致意
见，决定在2022年3月11日，也就是这
批补植复绿的杨树林养护期满之时，正
式签订长效协作协议。

聚合力：携手守护绿水青山

2021年国庆节刚过，蒋莹莹一行

再次到泗洪县察看孟某等人树木养护
情况，这次她邀请了一位种植专家同
行。

“这几棵树栽得太浅了，顶多只有
20厘米，树苗根也没法长。”“今年浇过
几次水了？这几个月一直没下雨，再不
浇水这树就白种了。”“等天再冷一点，
可以稍微修剪一下多余的枝条。”……
听着专家的指导，3名被告人认真记下
后便立即付诸行动，落实移栽、浇水等
事宜。

到了今年3月，这些树木成活率已
远超85%，长势良好，达到验收标准。
明媚的春光中，在盱眙法院与泗洪法
院、检察院等多家单位的共同见证下，
补植复绿林木被正式移交给泗洪县徐
洪河管理所。

蒋莹莹用手机拍了几张反映树林
长势的照片发给盱眙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孙宪腾。孙宪腾看了照片很高
兴，并表示：“洪泽湖流域环境资源法
庭成立以来，坚决执行最严格的环境
保护制度，并形成‘司法审判+检察监
督+行政执法’工作合力，必将推动洪
泽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就在蒋莹莹即将返程时，补植地所
在村的村委会主任彭继学赶了过来，说
道：“以前，我们脚下光秃秃一片，一下
雨泥水横流，现在种了树明显好多了。
这片树林是我们村的宝贵财富。”

暑假期间，安静凉爽的市文津书房成为部分学生和市民的首选之地，大家在这里享受书香的
同时，还可以感受一份清凉。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书香伴暑假 “书海”觅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