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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林草资源安全，坚持高标准保护，做好

清明期间野外祭祀防火工作，推进移风

易俗，倡导文明新风，吕梁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清明期间野外祭祀全面禁止下

列行为：

（一）焚烧纸箔、纸扎、花圈、冥币等

祭祀用品；

（二）燃香点烛、祭烟、燃放烟花爆

竹；

（三）烧荒、烧秸秆、烧垃圾；

（四）吸烟、烤火、野炊；

（五）携带、留置火种和易燃易爆物

品；

（六）其他一切用火行为。

二、违反上述规定，由公安、林草等

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防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防

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等有关规定给予违法行为人警告、罚

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对不听劝阻、不服从管理，公开侮

辱、暴力、威胁、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依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由公安部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三、监护人应当加强对参加祭祀的

未成年人和其他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

为能力人的监管。未尽到监管责任，引

发火灾造成经济损失、人身伤亡等严重

后果的，依法追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四、公安、应急、林草、消防等有关执

法单位应当依托信息化监测预警平台，推

动大数据信息技术在林草防火中的应用，

建立人防技防联防工作格局，加强监督管

理，及时处置火情火警，对野外祭祀用火

发现一起，坚决依法查处一起。

五、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社 区 、村 委 会 应 当 全 天 候 开 展 巡 防 巡

查。充分发挥护林员的作用，加强山头

田头人头坟头源头管控，在主要进山路

口、坟墓集中区域设置林草防火醒目标

志，设立临时检查站点和火种收缴箱，对

进入检查站点的车辆、人员进行消防安

全检查登记，收缴代管火种，相关人员要

自觉配合、接受检查。

六、林草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

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日常防火责任，切实

提高防火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林草防火

有关规定。

七、积极倡导通过举办家庭追思会、

撰写缅怀文章、种植纪念树、敬献鲜花、

网上祭祀等多种多样方式追思亲人、怀

念逝者、寄托哀思，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现代文明的表达方式。广大党

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共青团员争做

“告别陋习、崇尚文明”的先行者和带头

人。

八、各级人民政府和新闻媒体应当

加强对本决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提高公众安全防火意识，做到家喻户晓，

严防火灾和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九、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健全执法管理体制，明确执

法责任主体，落实执法管理责任，加强协

调配合，加大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

严格查处违反本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

行为。

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

照本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

十一、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清明期间野外祭祀用火的决定
（2020年3月30日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元宵佳节即将到来，西柏坡节日氛

围浓厚。

巍巍太行山，潺潺滹沱河。这个位

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山村，是闻

名全国的革命圣地。

70 多年前，就是在这个解放全中国

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国共产党

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时光飞逝，铭记下了那段历史：1948
年 9月 12日，辽沈战役拉开战幕；2个月

后的 1948年 11月 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

响；1949 年 1 月 31 日，平津战役胜利结

束。持续 142 天的三大战役，共歼灭国

民党军队 154万余人。

“三大战役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

战略大决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郭芳

说，“震撼世界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光辉里程碑，也

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

基础。”

2019年 10月，辽沈战役纪念馆迎来

一位特殊的参观者——张贵斌。这位老

英雄轻轻抚摸着烈士名录墙上战友的名

字，低声呢喃：“战友们，终于又见到你们

了。国家强大了，现在不用打仗了。”

1948 年初参军的张贵斌，当时是东

北野战军四纵的一名战士，参加了辽沈

战役中最惨烈的塔山阻击战。

“我们誓死坚守阵地，就算剩下一个

人，也不会退缩。”张贵斌望着持枪振臂

呐喊的解放军战士雕像时，泪水模糊了

双眼。

张贵斌与战友们发扬敢打必胜、勇

于牺牲的战斗精神，打退敌人一次又一

次进攻，将国民党救援锦州的部队挡在

塔山，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他因此荣立大功。

塔山阻击战只是一个缩影。三大战

役中，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赢得

了一场场胜利，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反动

派的统治基础，大大加快解放战争在全

国胜利的进程。

率先发起的辽沈战役，使中国的军

事形势出现新的转折点，改变了长期以

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格局；淮海

战役书写了以少胜多的辉煌历史；平津

战役的胜利，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

程，为新中国定都北京举行了奠基礼。

硝烟已然远去，号角仍在回响。在天

津市北辰区的一个农家小院，96岁的杨树

柏与儿孙端坐一起、其乐融融。他身上的

一道道伤疤，记录下一个个战斗故事。

杨树柏在战火中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亲历了平津战役。他说：“不管什么

时候，我始终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后来，他在

朝鲜战场上孤胆守高地、只身战强敌，荣

立大功。

当年，东部战区陆军第 73集团军某

旅“强军精武红四连”前身所在部队在淮

海战役中，和兄弟部队担任主攻任务，英

勇顽强、所向披靡，涌现出许多战斗英

雄。

如今，在改革强军的铿锵步履中，他

们实现了从“铁脚板”到“钢履带”、从“钢

刺刀”到“新战车”的新跨越。

“从战火中走来，我们一定要红色基

因代代传，一代更比一代强。”“强军精武

红四连”指导员陈思宇说。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据统计，

在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 880余万

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 141
万辆，担架 36万余副……时任华东野战

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曾说：“淮海战

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走进淮海战役纪念馆，一辆泗水县

模范运输团运粮的功劳车静卧，见证了

人民战争的威力，讲述着当年硝烟战场

上，一辆辆小车推出一个个战役胜利的

感人故事。

回望历史，三大战役的凯歌犹在耳

畔，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在辽宁锦州市区西北，有一座公铁

立交桥——士英桥，桥边的路基上就是

著名的梁士英炸地堡遗址。

“辽沈战役时，部队打到锦州城西北

角，一座地堡始终没有拿下。爷爷主动

冲到地堡下，把爆破筒塞进了敌人的地

堡里。他刚要转身，敌人就把这个爆破

筒从地堡里给推了出来，这个时候爷爷

就用自己的身体把地堡枪眼给堵住，与

敌人同归于尽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

中心讲解员梁丹丹每次讲起这段往事都

难过不已。

梁丹丹是梁士英烈士的孙女，23 岁

来到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工作，因为她

从小就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在这儿，陪着

爷爷。

锦州地处辽宁省西南部，历来是军

事重镇，被称为东北的“咽喉”。73年前，

辽沈战役在锦州打响，103万东北人民解

放军浴血奋战。

东北有多重要？1945 年 6 月，在党

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把现

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

东 北 ，那 么 中 国 革 命 就 有 了 巩 固 的 基

础。”

1948 年，东北境内国民党军队被人

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

块孤立的地区内，只有北宁线作为同关

内联系的通道。歼灭在东北的敌军，就

能获得解放战争的战略总后方。

1948年 9月 7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毛

泽东同志电令东北人民解放军首先发起

辽沈战役。

一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

战在辽沈大地打响。

1948 年 10 月 14 日 11 时，东北野战

军锦州前线指挥所在城西北的 牛屯村

发出了总攻命令。经过一番激战，除锦

州城东第八纵队外，各主攻部队全线突

破。

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

——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一幅主题

为“决战决胜”的大型浮雕，让人深刻感受

到这场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

在锦州城外围作战中，配水池战斗

最为惨烈。战斗遗址上密密麻麻的弹孔

诉说着当年激烈的战斗场面。

这里原是日伪时期建设的一个钢筋

水泥结构的供水站，居高临下，易守难

攻，与附近的据点形成了锦北外围的防

御体系。

“担任攻打配水池任务的是第 3纵队

7师 20团 1营，他们提出‘攻配水池的都

是打铁的汉’的响亮口号。1948年 10月

12 日 8 时，1 营发起冲击，激战到傍晚 5
时，一个营最后能战斗的只剩下 6个人。”

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主任刘军讲述。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众多学者看来，

包括辽沈战役在内的解放战争的最终结

局，其实早已注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最终获胜的根本原

因。”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所

长孟月明说。

“战场上，人民军队指挥员‘跟我上’

与国民党军督战队‘给我上’形成鲜明的

对比。”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说，

在战场之外，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

上战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

东北民主联军（1947 年更名为东北

人民解放军）自 1945 年在东北组建，屡

屡以弱胜强不断壮大，从最初的 13 万

人，到辽沈战役开始前，拥有野战部队 70
万人、地方部队 30多万人。这与广大群

众的支持分不开。

辽沈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总兵力下

降到 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 300
万人。“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

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 5
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中国军事

形势的重大变化》说，“这是中国革命成

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辽沈战役特别是锦州之战的胜利，

为新中国成立迎来曙光。”刘晓光说。

70多年风云变幻。

如今，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百姓的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带

领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辽沈战役期间，西柏坡和 牛屯

两个小村庄间往来电报近百封， 牛屯

这个小村庄见证了辽沈战役胜利的全过

程。”刘晓光说。

硝烟散去，如今的 牛屯村已经成

为锦州有名的红色精神教育基地和红色

旅游景点。随着红色旅游的不断升温，

牛屯村的面貌日新月异。村里的道路

全部建成了柏油路，路边的数百盏路灯

照亮了家家户户，自来水入户 100%，每

家都建成了冲水厕所。

战争期间，人民群众推着小车支援

前线；和平年代，军民鱼水情更深。

锦州市地藏寺满族乡十年九旱，土

壤贫瘠，是辽宁省脱贫攻坚最难啃的一

块“硬骨头”。2018年以来，锦州军分区

协调 24 个团级以上驻军单位与当地政

府协同攻坚，实现了整乡脱贫。

地藏寺满族乡杨树沟村村民高柱民

双目失明多年，老伴患有帕金森综合征，

老两口仅靠低保维持生活。

锦州军分区得知情况后，马上协调

当地驻军和政府，通过低保、残疾补助、

建档立卡户分红等多种方式帮助他们，

如今高柱民老两口每年能有 1万多元的

收入。

“像我们这样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

每月不仅有分红拿，生大病了村里的集

体经济还能给些补助，真是做梦也不敢

想的呀！”高柱民说。

“锦州是一座英雄城市，军队跟老百

姓之间鱼水情是天然的。我们要把这种

好的传统传承下去，共同创造锦州美好

的 未 来 。”锦 州 市 委 书 记 王 德 佳 说 。

新华社沈阳2月23日电

升起夺取全国决定性胜利的曙光升起夺取全国决定性胜利的曙光
———探寻辽沈战役里的红色记忆—探寻辽沈战役里的红色记忆

□□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智曹智 陈梦阳陈梦阳 李铮李铮 丁非白丁非白

2月2日拍摄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上接1版）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吕

梁市坚决落实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

署，不断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

深发展。几年来，我市坚持真打、狠

打、痛打，保持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

高压态势，在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全市共打掉黑恶势力

犯 罪 团 伙 134 个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1320 名 ，破 获 各 类 刑 事 案 件 1196
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丰硕

的战果，有效地净化了社会环境，极

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

感、获得感。

与此同时，我市还围绕“零上访、

零事故、零案件”的“三零”创建目标，

持续高位推动，坚持“控新治旧”、坚

持“清隐消患”，坚持“打防并举”，稳

步提升创建实效力，推动社会治安形

势持续好转。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全市 3112
个村（社区）达标率为 65.87%。其中，

2852 个 农 村“ 三 零 ”创 建 达 标 率 为

69.04%；260 个社区“三零”创建达标

率 为 31.15% ；47465 个 企 事 业 单 位

“三零”创建达标率为 99.33%。

从惩戒“老赖”到助推诚信社会

建设；从多元调解到让群众“最多跑

一次”；从“专业化团队”打击“职业化

犯罪”到“天眼”无处不在；从“门难

进”“案难立”到公正司法打通“最后

一公里”，这是近年来群众对司法工

作最大的感受。

如今，“法治吕梁”已成我市另一

张亮眼的吕梁名片。吕梁市先后荣

获“中国区域最佳投资营商环境城

市”“最具投资营商价值城市（区域）”

等殊荣，2020年吕梁综合信用指数位

居全省第一。

我们看到——在“法治吕梁”的

保障下，全市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

展，转型步伐稳步向前；

我们看到——在“法治吕梁”的

保障下，全市脱贫攻坚交出满意答

卷，“三大品牌”叫响全国；

我们看到——在“法治吕梁”的

保障下，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

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吕梁用法治的

进步带动经济、社会、环境、民生的共

同进步。

法治兴则吕梁兴，法治强则吕梁

强；法治吕梁建设的下一个五年，我

们信心满怀，我们继续前行。

以法治力量护航高质量发展以法治力量护航高质量发展

（上接1版）
张潞萍表示，要强化主动作为意

识，在全市“九大基地”战略定位中找

准位置，突出抓好与我区密切相关的

大数据产业基地、大健康产业发展基

地等“五大基地”建设。大数据产业基

地建设方面，依托华为山西（吕梁）大

数据中心，利用好我区相对充沛的人

力资源和人才素质优势，壮大我区数

据标注驿站，计划 5年为全市培养 5万

名标注工，为“数谷吕梁”提供支撑。

新型煤化工基地建设方面，大力推动

离柳矿区（中阳枝柯）550万吨现代煤

化工新材料园区和大土河 6.78米捣固

焦等项目建设，重点支持全省“111”重
点工程企业中磁尚善公司加快吸波屏

蔽材料研发量产和上马合金软磁磁芯

材料生产线，加快推进晋西北建筑产

业园建筑装配制造二期项目建设。黄

河板块旅游目的地建设方面，把米五

线作为全市全域旅游中轴线，在信义

镇小神头村建设吕梁市二级旅游集散

中心，着力打造信义镇到方山北武当、

交城庞泉沟、文水苍儿会、汾阳贾家

庄、临县碛口等全市重点旅游资源的

“1小时交通圈”。加快形成小东川“信

义十三里，里里康养地”农耕文明、大

东川白马仙洞等自然景观以及南部安

国寺、高家沟高级军事会议纪念馆、林

迈可李效黎纪念馆“三足鼎立”的文旅

发展格局，尽快把信义镇、离石区建成

“吕梁—— 一 个令人向往的地方”的

旅游打卡品牌。名特优功能食品生产

基地建设方面，聚焦“特”“优”战略，以

满足大文旅产业要求和服务市民生活

需求为基本导向，做大做强“黄河农

事”区域公共品牌，充分利用沟域打造

功能食品产业园，推动绿色蔬菜、小

米、粟米、豆类为主的优质小杂粮、药

茶为主的中药材、核桃、湖羊、肉牛、生

猪等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让“吕梁功

能食品”同“吕梁山护工”一样，成为吕

梁又一重要品牌。大健康产业发展基

地建设方面，立足吕梁山上丰富的康

养资源，在东城区布局大健康产业园，

按照“1＋N+N”模式，既提供康养服

务，又输出康养人才。在信义、吴城布

局阳光浴、森林浴等康养项目，在市区

积极引进全国知名的智慧华川、西安

金宝美等行业领军企业，在社区发展

嵌入式养老服务，把街道（乡镇）卫生

院改造为医养结合的微型养老院，大

力发展“医、护、药、食、养”一体的“15
分钟幸福养老圈”。在此基础上，要不

遗余力支持其他几大基地建设，推动

“九大基地”战略定位早日成为现实。

张潞萍表示，要强化主动承接意

识。主动就需要离石区承担或配合的

重点工作与市直相关部门进行对接，

进一步领会会议精神，明确工作要

求。要压实工作责任，把会议部署的

重点工作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目标任务

和工作举措，明确牵头领导、责任单位、

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建立健全日报告、

周调度、旬通报重点任务推进机制，确

保重点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要强化

督查考核，把市委重点工作优先纳入我

区 13710考核督办系统，进一步健全钉

钉闭环督查系统和“红黑榜”通报制度，

加大书面通报力度，同时组织专门督查

力量专项督查、跟踪问效，在全区进一

步树立起结果导向，推动市委四届十

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和市“两会”重

要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在离石落实到

位，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强化强化““三个主动三个主动””意识意识
奋力开创转型新局面奋力开创转型新局面

三大战役：伟大的战略决战
□ 新华社记者 李兵峰 高玉娇 赵婉姝

姚淑英在郑州火车站西广场志愿服务站里回答旅客疑问（3月 9日摄）。

这是一个关于不同年龄段爱心人士的故事。69 岁的姚淑英、39 岁的李志

鹏、15 岁的郭默涵，毫不相干的三个人，因为一个共同的事业维系在一起——

志愿服务。穿上红马甲，她是火车站外答疑解惑，提供帮助的“银发雷锋”；穿

上队服，他是社区消杀，义务救援的“全能侠”；戴上绶带，她是博物院里娓娓讲

解的“万事通”。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普通的志愿者：用行动传递着真情，用奉

献书写着大爱，用友善温暖着一座城。

在郑州火车站西广场的志愿服务站里，姚淑英耐心地解答着过往旅客的

疑问。作为郑州火车站的退休职工，在车站工作了一辈子的她退休后主动要

求加入“老年雷锋团”。从指路、手机充电、提供开水、应急药品到帮旅客寻人、

兑换零钱、调解纠纷，每天姚淑英和同伴们都要为旅客提供数百次的服务。“已

经做了 12年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姚淑英说。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志愿红”的爱心传递
——69岁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