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殡葬改革，不能简单行事，更不能
靠下指标甚至强制推行。对市场化的殡葬
服务业，政府的监管和配套支持措施也不能

“缺席”，要让群众在具体事务上体会到方
便，在情感上感受到关爱。

日前，民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要求营造
平安、温暖、文明、和谐的节日祭扫氛围，确
保清明祭扫平安有序，宣传推广殡葬改革经
验做法和行业发展成果。

殡葬文化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漫长的积淀和发展，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丧葬礼俗，对这一习俗
的改革也向来受到人们重视。今天，殡葬改
革依然任重道远。

前些年，有些地方过于追求提高火化
率，不讲求工作方式方法，强行“一刀切”推
动殡葬改革，在执行政策上缺乏耐心，也缺
乏对个人选择的足够尊重，结果不仅没有起
到改革应有的效果，反而引发了一些社会问

题。这都是简单化地对待殡葬改革的表
现。这种现象不仅为人民群众反对，也是国
家法律、政策所不允许的。

殡葬改革是一场社会层面意义上的变
化。殡葬习俗不仅包含着人们对于生命的
理解，更有对生者情感抚慰的作用。所以，
推行这样一场变革，疾风暴雨、大水漫灌都
是无济于事，甚至会适得其反。我们需要有
润物细无声的耐心，需要和风细雨的细心，
更需要有对逝者和生者的爱心。

要做好这项改革，首先得从宣传引导入
手。要通过多方式、多渠道介绍火葬、“生态
葬”等新型绿色殡葬形式，把开展殡葬领域
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看作是净化风气、促
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把文明节
俭治丧、节地生态安葬、文明低碳祭扫转化
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在潜移默化
中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眼下，各地殡
葬服务机构纷纷采取措施，主动向公众开放
殡葬服务机构的主要服务场所，普及殡葬科
学知识，展现殡葬服务能力，让群众感受到

殡葬行业的新气象。
作为民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殡葬

领域的改革和整治过程中，也要体现服务意
识。即使对市场化的殡葬服务业，政府监管
和配套支持措施也不能“缺席”。要在经营
主体、设施建设、设备标准、经营规则、服务
对象等方面，更加规范化、标准化，让群众在
具体事务上体会到方便，在情感上感受到关
爱，这样才能有利于殡葬改革的推行。

观念变化注定是漫长之旅。殡葬改革
要改变的是几千年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丧葬
习俗。这个行业理应像医疗、卫生、教育等
领域，让人们切身感到亲切，在服务中体现
人性化。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4月 日 星期三 农历己亥年 二月廿八

GAN SU GONG REN BAO

国内统一刊号 CN62 — 0016 邮发代号 53 — 9

甘肃省总工会主办 甘肃工人报社出版 每日甘肃网 http://szb.gansudaily.com.cn/gsgrb/

总第7059期

20120199 3

■ 电子邮箱：新闻部：gsgrbxwb@sohu.com 副刊部：gsgrbfkb@163.com ■ 新闻部: 8829867 通采部:８823204 经济部: 8727006 副刊部: 8883586 ■责任编辑：赵敏 王正起 高颖蓝 校对：周西玲

观观

察察
社社
会会

有这样一群人，死去的和活着的被一起树碑立传；
有这样六位老汉，不但把自己“埋”进沙漠，还立下

了父死子继的誓约；
有这样的三代人，子承父志、世代相传，守得沙漠

变绿洲。
上世纪八十年代，八步沙——腾格里沙漠南缘甘

肃省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沙魔从这里以每年7.5米的
速度吞噬农田村庄，“秋风吹秕田，春风吹死牛”。

当地六位年龄加在一起近300岁的庄稼汉，在承包
沙漠的合同书上按下手印，誓用白发换绿洲。

38年过去，六老汉如今只剩两位在世。六老汉的
后代们接过父辈的铁锹，带领群众封沙育林37万亩，植
树4000万株，形成了牢固的绿色防护带，拱卫着这里的
铁路、国道、农田、扶贫移民区。

这不仅仅是六个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六个家庭
的奋斗，更不仅仅是三代人的梦想，这分明是人类探寻
生存之路过程中对大自然的敬礼！

老汉立誓，要用白发换绿洲
甘肃省古浪县是全国荒漠化重点监测县之一，境内

沙漠化土地面积达到239.8万亩，风沙线长达132公里。
在大自然严苛的条件下，这里的人们用十倍百倍

的汗水，为一家老小糊口谋生。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沙化加剧，沙漠以每年7.5

米的速度向前挺进，已经是“一夜北风沙骑墙，早上起

来驴上房”。
“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
1981年，随着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启

动和实施，当地六位老汉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
奎、程海、张润元，在合同书上摁下红指印，以联户承包
的形式组建了八步沙集体林场。

当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也有40岁。
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六老汉卷起铺盖住进

沙窝。
这一干就再也没有回头。
在沙地上挖个坑，上面用木棍支起来，盖点茅草，

当地人叫“地窝铺”，夏天闷热不透气，冬天沙子冻成冰
碴子，摸一把都扎手。

六老汉节衣缩食，凑钱买上树苗，靠一头毛驴，一
辆架子车，几把铁锨，开始了治沙造林。

没有治沙经验，只能按“一步一叩首，一苗一瓢水”
的土办法栽种树苗。

然而，在沙漠中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
难。第一年，六老汉造林1万亩，转过年一开春，一场大
风，六七成的苗子没了。

老汉们慌了，“难道家真的保不住了吗？”当时的古
浪县林业局局长听闻，带着6名技术员来到八步沙，一
起出谋划策。

他们发现，有草的地方栽种的树苗“挺”过了狂
风。兴奋之余，六老汉重拾信心，总结出“一棵树，一把
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治沙经验。

慢慢地，树苗的成活率上去了，漫天黄沙中显现出
点点滴滴的绿。

沙漠里最难的不是种草种树，而是看管养护。当
地的村民世代都在沙漠里放羊，新种的树几天就会被
啃光。树种下后，六老汉调整作息，跟着羊“走”：每天
日头一落就进林地“值班”，夜里12点再爬进沙窝休息。

渐渐地，一个乔、灌、草结合的荒漠绿洲在八步沙
延伸。

十年过去，4.2万亩沙漠披绿，六老汉的头白了，甚
至过早走完了人生路。1991 年、1992 年，66 岁的贺老
汉、62岁的石老汉相继离世。

贺发林肝硬化晚期昏倒在树坑旁。
石满老汉是全国治沙劳动模范。他没有埋进祖

坟，而是埋在了八步沙。他去世前一再叮嘱：“埋近点，
我要看着林子。”

薪火相传，沙地播撒绿意
后来的几年里，郭朝明、罗元奎老汉也相继离世。

老汉们走的时候约定，六家人每家必须有一个“接锹
人”，不能断。

就这样，郭老汉的儿子郭万刚、贺老汉的儿子贺中
强、石老汉的儿子石银山、罗老汉的儿子罗兴全、程老
汉的儿子程生学、张老汉的女婿王志鹏接过老汉们的
铁锹。

“六兄弟”成了八步沙第二代治沙人。
2017年，郭朝明的孙子郭玺加入林场，成为八步沙

第三代治沙人。 （下转二版）

本报讯 3 月 26 日至 29 日，省
总工会举办全省工会社会联络工
作培训班，这是省工会社会联络工
作的首次培训。省总工会副主席
张弘强参加培训班开班仪式并讲
话。

培训班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中国工会
十七大精神为主题，努力提升各级
工会干部做好新时代工会社会联
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扎实推进全
省工会社会组织工作开局拓展。
专门邀请了全总社会联络部副部
长佟永春、北京市总工会社会联络
部调研员张家森、省民政厅社会组
织管理局张珺珺等领导和专家，给
大家作了 5 个课次的专题辅导讲
座，着重就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
社会组织工作的概念综述、重大意
义、原则依据、工作路径方法以及
购买服务等实操进行了系统深刻
的讲解辅导。全省14个市州工会
社会联络工作分管领导、部门负责
人和86个县区工会社会联络工作
负责人共计118人参加了培训。

开班仪式上，张弘强重点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群团组织加强
社会联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社
会联络工作在工会工作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以及工会十七大对社
联工作提出的新的目标任务等，作
了深刻讲解和阐述。他强调：做好
工会社会联络工作是新时代党中
央赋予工会组织的一项光荣任务
和神圣使命。做好工会社会联络工作，联系引导劳动
关系领域社会组织，搭建工会服务职工群众、创新社会
治理新途径，对于我们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工会改
革，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维权服务实效，更
好团结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
工会要站在服从服务于全省工会工作大局的高度，切
实提高对社会联络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政治自
觉、认识自觉、行动自觉，务必将此项工作纳入工会
工作的主责、主业、主流，积极探索，努力推进全省社
会联络工作起好步、开好头。认真落实全总、省总要
求，扎实推进试点工作，建立健全工作体系，夯实筑
牢工作基础，培育选树工作典型，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确保我省社会联络工作全面有效开展、落地见效。

（劳社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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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鹏）日前，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条例》共八章五十三条，从农产品的产地管理、生产
管理、包装和标识管理、追溯管理、监督检查、法律责
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从源头上保障百姓“菜篮子”
安全放心。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
和技术保障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经费。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技术研

究，推广先进安全的生产技术，推行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加强质量安全管理。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监督管理，建立
健全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制度，督促和指导生产者科
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农产品生产者应当按照法律
和行政法规、国家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生产技术
规程，合理使用肥料、农药、兽药、渔药、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等农业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
期或者休药期的规定，防止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

《条例》规定，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在农产品生产过程
中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禁止
超范围超标准使用国家限制使用的农业投入品；禁
止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处理农产品；禁止使用农药捕
捞、捕猎；禁止收获、捕捞或者屠宰未达到安全间隔
期、休药期的农产品；禁止在禁止生产区生产禁止品
种的农产品。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从源头上保障百姓“菜篮子”安全放心

殡葬改革切忌简单殡葬改革切忌简单殡葬改革切忌简单“““一刀切一刀切一刀切”””

本报讯 随着“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的推广
使用，酒钢集团公司党
员干部掀起了一股空前
的学习热潮。“学习强
国”平台已成为广大党
员干部及群众的“思想
加油站”，职工乐学、职
工好学的氛围逐渐形
成。

为激发党员学习热
情，酒钢集团组织召开

“学习强国”业务知识培
训会，传达了省委宣传
部下发的《关于组织全
省党员学习使用“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的通知》
文件精神；对“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安装、使用
进行培训。并把学习平
台的推广使用作为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载体，充分利用互联
网优质学习资源优势，
迅速组织全体党员下
载、安装、使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通过党
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各
级党组织集中学习，做

到了领导干部带头用、党员干部积极用、查
阅资料首先用、学习知识经常用，有组织、
有指导、有管理、有服务地拓展组织学习形
式，实现学习积分制管理长效机制，持续掀
起党员主动学习热潮。截至目前，全公司
26个党委已经搭建“学习强国”平台，基本
实现基层各级党组织全覆盖，党员全纳入，
目前活跃学员近8000名。“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已经成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知识
库”“加油站”。不少职工表示，“学习强国”
设有“学习积分”“在线答题”“日程提醒”等

管理和激励机制，让学习变得有组织、有管
理、有指导、有服务，更多样、更个性、更智
能、更便捷，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使
用，进一步拓展了学习形式，形成了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通过学习海量学习资源，在
提升自身素养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工作能
力、提高了工作效率，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
的，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高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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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
□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 姜伟超 文静 张 睿

工会多举措为女职工维权
近日，大河乡总工会为切实加强对女职工“权

益维护”的指导和服务，增强女职工性别平等意
识，结合工作实际及女职工需求，开展了宣讲竞赛
送法律、开展活动送温暖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维护权益活动。图为该乡总工会开展法律法规宣
传活动现场。 王 强 摄

3 月 29 日，兰铁
国旅开行的 Y207 次

“环西部火车游”方
特专列，载着 468 名
兴高采烈的游客，开
启第一季方特乐园
欢乐行。为落实客
运提质计划,中铁兰
州局以“旅游促进铁
路 客 发 增 长 ”为 要
点，坚持外引内应，
利用周末时间，安排
省内短途游，为市民
提供价格优惠、内容
丰富的旅游产品。

宋佳龙 摄

□韩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