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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淮河流
域局坚持把学史力行作为落脚
点，聚焦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和
淮河干流“两纵一横”水质安全
保障，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

强化理论武装，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

工作中，分党组带头学好党
史必修课，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党的历史
的重要论述，举办学党史专题读书
班，围绕“四史”开展专题学习研
讨，通过集体学习、现场教学、知识
竞赛等多种形式，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体
学习、一体贯彻。分党组成员和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讲 专 题 党 课 11
次，引领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初心
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做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
者、忠实践行者、不懈奋斗者。

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干
部赴淮河王家坝，再学习、再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重要讲话，
赴蒙洼蓄洪区现场体验脱贫攻坚
成就，举办“开启新征程·共筑中国
梦”文艺汇演和演讲比赛，讴歌党
的光辉历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精准解决问题，增强
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上世纪八十年代，淮河污染逐步加
剧，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经过
多年治理，淮河治污取得了历史
性成效。2020 年淮河流域水质
首次实现由轻度污染转为良好，优
Ⅲ类断面比例达78.9%，国控断面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但对照建
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和人民群众对
美丽淮河的企盼，淮河生态环境治
理保护还存在一定差距。今年以
来，淮河流域局把解决群众身边
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最大
实事，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
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深入开展突出水生态环境

问题整治。逐月开展水生态环
境形势分析会商，建立健全淮河
流域“分析预警、独立调查、跟踪
督办、销号管理”的闭环工作机
制，做实做细国控断面现场调查
督办。今年以来，累计对问题突
出的 11 个国控断面开展现场调
查，针对 7 个断面向地方提出治
理意见和要求。

紧盯黑臭水体治理。城市
黑臭水体是人民群众反映最为
强烈的水环境问题。淮河流域
局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殷切期盼，
对 9 个地市的 92 个黑臭水体治
理情况开展现场调查，巡河长度
约 350 公 里 ，现 场 取 样 监 测 近
200 个断面，取得监测数据 600
多组，督促地方加强黑臭水体排
查和整治，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成效。

努力防范和化解水生态环
境风险。淮河流域地处南北气
候过渡带，水环境风险突出，短
板亟须补齐。淮河流域局组织
建立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
联控机制，通过开展视频会商，
通报水情污情，分析研判环境风
险，防范化解重点污染源风险隐
患。积极应对台风“烟花”，累计
发出 4 期预警信息，指导地方应

对突发水污染事件。积极推进
流域尾矿库环境监管，全力防范
汛期环境风险。

坚持党建业务融合，
护航“一泓清水北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南水
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
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淮河流
域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
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
谈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牢 记

“国之大者”，及时将工作重心转
移到南水北调水质安全保障上
来。密切关注南水北调东线输
水干线调水水质变化情况，加强
治污控制单元水环境形势研判，
督促有关地方认真排查风险隐
患，及时解决水环境问题。

南四湖是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关键节点区域。淮河流域局
认真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精神和
生态环境部南四湖流域治理保
护座谈会要求，组织编制南四湖
流 域 河 湖 保 护 方 案 ，纳 入 流 域

“十四五”规划统筹实施。积极
推进建立南四湖流域联防联控
机制，协调流域四省统一南四湖

流 域 水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对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和重点企
业排污开展监督监测，向地方通
报超标问题，督促整改。

在南四湖流域治理保护工
作中，淮河流域局围绕业务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业务，实现党建
和业务融合发展。组织开展“传
承铁道游击队精神，打好南四湖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主 题 党 日 活
动，参观南四湖红色遗址遗迹，
弘扬铁道游击队精神，让党旗在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一 线 高 高 飘
扬。结合南水北调水环境监管
工作，前往沿线重点城市淮安，
开 展 现 场 教 学 ，参 观 周 恩 来 故
居、纪念馆和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陵园，学习周总理为党和人民事
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
神，传承“刘老庄连”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的红色基因。通过现
场教学和实地调研，全局党员干
部 统 一 思 想 认 识 、找 准 目 标 方
向，为保障南水北调水质安全凝
心聚力。

下一步，淮河流域局将深入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全
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在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交出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异答卷。

加强党建引领 办好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管实事
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分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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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推进“三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生动实践中总结形
成的规律性认识，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方略。2020 年，按照驻部纪检监察组统
一部署，华北督察局（以下简称华北局）围绕

“抓住‘关键少数’与管住‘绝大多数’相统一”
试点主题，着力从班子成员和处室负责人这
一关键少数抓起，注重与年度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融合，深入开展试点并实现了预期目标，
积极探索形成了“严监督、重把关，严规矩、重
程序，严教育、重引领”（以下简称“三严三
重”）一体推进“三不”的有效做法，抓住关键
少数带领团队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严监督、重把关，着力不敢腐。华北局牢
固树立“个人出问题，组织有责任”“信任不能
代替监督”“严管就是厚爱”理念，狠抓关键少
数不放松，将民主生活会作为班子民主监督
的重要形式。

近两年，除按要求统一召开民主生活会
外，华北局班子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深刻汲取
熊跃辉、王赣江、李学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和
局内一名同志违规多占住房教训，先后两次
召开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查找自身的
问题，坦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试点以来，
华北局先后制（修）订并严格实施《华北局党
支部日常工作考核办法》和《华北局公务员平
时考核办法》，全面实施“月调度、季考核”，强
化对处室负责人的考核监督。将谈心谈话作
为强化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坚持局主要负
责人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分管处室负责
人每季度至少谈心谈话一次，针对苗头问题
及时咬耳扯袖。及时成立局机关纪委，由纪
检组长兼任纪委书记，并大力支持纪检部门
开展监督。

近两年，对 3 名个人事项报告不一致同
志开展谈话提醒，及时叫停两名同志职级晋
升工作。坚持问题不查清不放过，对一则信
息指向模糊、可能涉及处级干部的举报不放
过，通过深入系统核实消除了嫌疑，旨在让不
敢腐成为全局上下普遍共识。

严规矩、重程序，实现不能腐。华北局坚
持把严守纪委规矩作为规范全局运转的重中
之重。全局“2345”工作思路中，“3”明确的

“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和“5”明确的“提高
站位明事、团结协作谋事、按照制度办事、清
正廉洁干事、齐心协力成事”对权
力运行定了规范，为关键少数立
了规矩。将民主集中制、决策与
执行规范、廉政纪律、党内监督等
规矩载入了《华北局分党组工作
规则》《华北局工作规则》等 29 项
管理制度，让按制度办事有章可
循。制订《华北局分党组、分党组
书记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责任清单》让“一岗双
责”落到实处。制定并严格实施

《华北局分党组重大事项请示报
告实施办法》对关键少数行为规
范作出了明确约定。将处室负责
人每年一、三季度向分管局领导，
二、四季度向局分党组报告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作为
督促履职的制度设计。严格工作
签报、集体决策和政务督查制度，
2020 年以来，先后共召开 46 次分
党组会和 17 次局务会，“三重一
大”事项必经集体研究决定，并建
立“周调度、月督查”制度确保决
策事项落实。全局一切事务运转
均须通过 OA 系统进行，实现手
机线上和无纸化办公，让权力在
线上和在阳光下运行，让“凡事有
人负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
可查，凡事有人监督”成为常态，
实现不能腐。

严 教 育 、重 引 领 ，推 进 不 想
腐。华北局坚持理论学习中心组
及时跟进、深入思考、联系实际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最新重要讲
话精神。

2020 年以来，局理论学习中
心组先后 18 次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完善
中心组成员重点领学并作专题发
言制度，明确处室主要负责人列
席中心组学习并参与学习讨论发
言，切实提高关键少数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始
终坚定“四个自信”，确保关键少
数始终成为全局党员干部坚定信
仰、信念、信心，明大德、守公德、
严品德的行动引领模范。既抓正
面教育引导，又注重利用负面典
型及时开展警示教育。

2020 年以来，以公开的违纪
违法案例为重点开展党风廉政警
示教育 18 次，并在负面典型教育
中，注重剖析案例细节，对照分析
存在的风险点及应汲取的教训。
结合单位实际和岗位特点思考重
要启示，示在关键点，警在要害
处，助力同志们提高思想觉悟，增
强主动拒腐防变的免疫力，让不
想腐形成思想和行动自觉。

勋章背后的故事

◆李昊

我的爷爷出生在一户贫农
家庭，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红军
和工作队指着脚下田地说：“老
乡，这块田分给你们，以后能吃
饱饭了！”爷爷说：那天，第一次
知道什么是解放军，什么是共产
党，什么是希望。

随后，十几岁的爷爷报名参
加支前担架队，奔赴前线。平时，
推着独轮车跟随部队运输粮食物
资。战时，抬着担架在枪林弹雨
中转运伤员。就这样，爷爷跟随
华东野战军从胶东打到鲁西南，
又继续作为支前民工参与淮海战
役，一路上通过耳濡目染学习革
命知识，参与土地工作传播革命
火种。在改组后的第三野战军带
领下，他又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上
海，不断成长，最终于 1949年 7月
1日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回到家
乡，成为了一名工人。在当地县
委规划和带领下，爷爷和工友们
手拿肩扛、挥汗如雨地修水库、
筑长堤，解决了当地的饮水和用
水问题。时至今日，这些工程经
过不断扩建修缮，仍然良好运
转，滋养后人。

20 世纪 50 年代，蒙古国内
劳动力短缺，希望中国“帮助解
决劳动力的问题”。在党和国家
的号召下，作为党员的爷爷再次
背起行囊出发，离家万里到蒙古
进行援建工作。当时，在蒙古国
的营地多建在人烟稀少的戈壁
和草原，不仅面临着语言不通的
障碍，而且微薄的工资还要用于
购买昂贵的生活物资。但身为
党员，爷爷和工友们把党和国家
的利益放在第一，不怕苦，不怕
累，坚决服从国家安排。一座座
工厂在蒙古国拔地而起，一条条
马路贯穿蒙古各地。

今年 2 月，爷爷永远离开了
我们。爷爷的 71 年党龄岁月，
见证了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
祖国建设、对外交流等历史。作
为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对“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着切
身体会，对党有着朴素的感恩和
无比的忠诚。爷爷临走前叮嘱
儿孙辈们要把对党的感恩和忠
诚继续传承下去。爷爷的嘱托
深深鼓舞着我，我也要将对党感
恩、对党忠诚的家风薪火传下
去，为党和国家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华东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将感恩和忠诚传承下去 我的爷爷刘延明

我身边的老党员

◆都基峻

姥姥出生在辽西山区的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除
了生活清苦，还经常遇到当地
肆意横行的土匪。

人民军队的到来，打倒了
当地的地主土豪，村民们不仅
分到了田地，还分了房子。姥
姥家就分到了一间地主家的老
房子。这一切都让她由衷地感
谢共产党。

后来，村上组织起了工作
队，号召大家支援前线战士，姥
姥就和妇女们一起为战士做鞋
子。手工做鞋子，鞋底尤其费
劲，需要把结实的粗麻线穿过
锥子，再把好多层布紧紧缝在
一起。

纳鞋底是个仔细活，更是

个辛苦活，不仅费力，做多了还
会伤手。有的人图快图省事，
纳鞋底的针线不紧实，做出来
的鞋子就不禁穿。可是姥姥给
战士做鞋子从来不偷工减料，
是村里做得最结实的几个人之
一。她说：“战士们在前方为了
我们老百姓打仗，不能穿着不
结实的鞋。”由于纳鞋底太多，
她的手变形了，但她从来没有
抱怨过。

我小时候，姥姥常常和我
说：人要讲良心，不能忘本，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幸福的生

活，要听党的话，要给大家办好
事，要时刻记着为老百姓服务。

姥 姥 去 世 已 经 二 十 多 年
了，但每次想起她的音容笑貌，
想起她对我的谆谆教诲，我的
心情都难以平静。如今，作为
生态环保战线一员，我深知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场
硬仗、苦仗，更要发扬老一辈爱
国爱党、为公为民、勤勤恳恳、
甘于奉献的精神，为建设美丽
中国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

◆刘敏敏

爷 爷 名 叫 刘 延 明 ，生 于
1926 年，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
员。他从小吃苦能干，性格耿
直刚强。1952 年，爷爷参加了
农 民 互 助 组 并 当 上 了 互 助 组
长。由于工作出色，1953 年上
半年，爷爷在中国共产党党旗
下立下誓言，成为了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

1962 年，攸县农村信用社
职工分流裁员，爷爷服从党的
安排，主动要 求 回 家 务 农 ，组
织 上 又 安 排 他 为 大 队 书 记 。
全 大 队 11 个 生 产 队 近 千 人 ，
还 有 1000 多 亩 稻 田 ，农 田 干
旱 缺 水 ，乡 亲 们 生 活 很 苦 。
爷 爷 和 乡 亲 们 就 努 力 改 变 乡
村面貌，兴修水利，两年内修
建 了 一 座 机 电 排 灌 站 ，整 修
了 所 有 的 沟 湾 塘 坝 ，修 建 了
总 长 4 公 里 的 水 渠 ，解 决 了
全 队 1000 多 亩农田的灌溉问
题；开荒造林，建了一个年产近
千斤茶叶的茶场；发展教育，兴
建了一座完全小学。

1975 年，攸县皇图岭片遭
遇了一次严重的洪灾。洪水吞
噬了大部分村庄，禾苗全被淹
没，大部分农户被安顿在一个
地势相对较高的仓库里。有一
农户家地势低，房子已被洪水
冲倒，全家六口老少站在倒塌
的残垣断壁旁呼喊救命。不懂
水 性 的 爷 爷 不 顾 眼 前 一 片 洪
水，径直向水里趟去，要救那六
口老少。谁知刚下水，就被急
速的水流冲了好远，最后被自己
的箬笠和蓑衣卡住，动弹不得。
幸好刚从部队复员的爸爸赶来，
才将爷爷和那六口老少救下。
事后村民都对爷爷说：“说了水
大你不能去，你偏要去。”爷爷
说：“只想着救人了，没来得及
想那么多。”

2007 年 ，全 村 路 面 硬 化 ，
80 多岁的爷爷时常拄着拐杖

去工地监督质量、关心进程、协
调纠纷。爸爸总是劝他：“有村
干部，有组干部，您老了，就别
操这些心了。”爷爷说：“修路是
做子孙事，我是本村人，就得为
子孙负责！”

2017 年 12 月，村党支部在
爷爷的追悼会上，给予了他这
样的评价：“刘延明同志是我村
的老党员、老支书，他为我门村
的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一
生廉洁奉公，始终以一个党员
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以勇于
开拓、艰苦奋斗的精神践行了
入党誓言。”

爷爷的故事，至今仍被家
里人时常说起，我家的家风、家
教也就被家人这么一代代地传
了下来。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
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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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

“退休不退岗、退休不褪色”
是岳父向我展示的一个有着 50
多年党龄的党务工作者的坚定
信念和担当忠诚。他不仅是一
位老党员，而且还长期从事党务
工作。他理想信念坚定、勤政务
实、忠诚担当、清正廉洁，多次被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
干部。退休后来北京帮我们带
孩子，一起共同生活了 7 年，让
我重新认识了什么是一位优秀
的党员。

岳父给我最大的触动是活
到老学到老。很多退休的老年
人也许会选择养花带娃，公园遛
狗，颐养天年。岳父退休不退
岗，每天读书看报，听广播看新
闻。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
就用最原始的方式收集学习资
料。把报纸上的党的理论、时事
政治等相关文章裁剪下来，贴在

本子上，也会把从电视收音机里
听到的相关内容记录下来。

70 岁 高 龄 有 高 血 压 的 他 ，
积极参与社区志愿工作者工作，
报刊栏信息维护、小区安全巡
逻、垃圾分类宣传、疫情防控等
工作都有他的身影，还多次为社
区老党员讲党课，带领大家一起
学习党的理论政策。

我的岳父是众多老党员中
的一员。他可能没做过什么惊
天动地的大事情，但一直以饱满
的热情和对党的忠诚，在自己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恪尽
职守，自觉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落实到日常工作生活中，用自己
的言行影响着家人和他周围的
人，发挥一名普通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他与时俱进、永葆先
进，对党的事业无限热爱和忠
诚，值得我尊敬和学习。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科技
与财务司

◆黄文海

从小到大，父亲都没有对
我讲起过他经历战争的事情，
我也只是在童年 翻 箱 倒 柜 玩
耍 时 ，偶 尔 翻 到 过 他 的 军 功
勋 章 。 直 到 去 年 ，他 手 写 了
自 己 参 加 战 争 的 经 历 ，拿出
手稿让我在电脑上敲出来时，
我才全部地了解了那枚勋章背
后的故事。

1979 年 2 月 17 日清晨，中
越边界吹响了震惊世界的“自
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号角，
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接
到命令后，父亲与战友集聚八
一军旗下，义无反顾地踏上硝
烟弥漫的疆场。在父亲的回忆

录里，清晰记录了他在对越反
击战中，先后经历的龙头村遭
遇战、540 高地攻坚战、510 高
地攻歼战、迷迈山高地外围阻
击战等一系列战斗经过。

战后，父亲所在的连队荣
获集体二等功、被所在师部授
予南下模范连、被所在军部授
予英勇顽强连称号，所在班被
授予英勇杀敌班称号、荣获集
体一等功。父亲由于作战有勇
有谋，消灭多名敌人，荣获个人

一等功。
抗战归来，父亲在工作岗

位上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工
作了四十年。他 从 来 没 有 因
为 在 部 队 立 过 功 受 过 奖 而 在
工 作 中 有 一 丝 懈 怠 和 自 满 。
父 亲 说 ：“ 有 不 少 战 友 都 牺牲
在 战 场 上 ，他 们 是 真 正 的 功
臣。”“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
忘记来时的路。”

父亲将当年的革命斗志、
坚定信念化作勤俭节约、艰苦
朴素的家风，传了下来。何其
幸运，我能有这样一位父亲。
如今，父亲已年过六旬，而我则
十分荣幸地成为生态环境保护
铁军的一员，像父亲一样为祖
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黄河生态环境科
学研究所

为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教育引导生态环境系统党
员干部坚持光荣传统、发扬优良
作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
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
境部纪检监察组办公室、生态环
境部宣教司、生态环境部机关党
委联合中国环境报社，面向全国
生态环境系统开展家风故事第四
季——“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红
色故事”有奖征文活动。

一、活动主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2021年家风故事征文围绕党
史与家史、党风与家风、党员与家庭
成员、我与身边党员的故事开展。

党、国、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
的。通过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红
色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工
作作风、思想活动、情感生活，记
载家国历史、传承民族精神、见证
社会发展、折射 生 活 变 迁 、开 展
红 色 教 育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把爱家和爱党爱国
统一起来，让个人前途与国家命
运同频共振，以廉洁家风涵养清
风正气。

红 色 故 事 的 主 题 可 包 括 ：
“我的入党故事”，“党的光辉照
耀 我 成 长 ”，“ 我 家 的 党 员 故
事 ”、“ 我 身 边 的 党 员 故 事 ”，

“党风党史照我家”。
二、来稿要求
（一）形式可以是文字、音频

或 视 频 。 文 体 不 限 ，字 数 在
500-1000 字之间，音频、视频不
超过 5 分钟。文字类以电子邮件
Word 附 件 形 式 发 送 ，音 频 以
MP3 格式、视频以 MP4 格式发送

（请在来稿中附明姓名、单位、身
份证号、银行账号、联系电话、联
系地址、邮政编码等信息）。

（二）作品要紧扣主题，要求
情感真挚、内容真实、事实生动，
体现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三）截稿时间：2021 年 10 月
31日。

（四）投稿方式：
电子邮箱：jfzw2021@163.com
文字作品联系人：宋杨 程维嘉
联系电话：（010）67118620
音频、视频作品联系人：邢飞龙
联系电话：18513761650

三、组织方式
征文以自由来稿为主。欢迎

各单位党组织、纪检组织、妇工
委、团委（团支部）积极组织集体
投稿。鼓励基层党组织、群团组
织开展各种形式线上线下活动。

四、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将组成评

委会进行评审，评出：
（一）文字类一等奖 6 名、二

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
若干名。

（二）音频、视频类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优
秀奖若干名。

（三）优秀组织奖 20个。

家风故事第四季——
“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红色故事”

有奖征文活动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