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義馬煤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武予魯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義煤集團近年來大力推進感恩文化建設，暖了人心，凝聚了力量，業務走出了河南，邁向

了國際，實現了跨越發展。當前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意識形態多元化時期，應大力弘揚

和傳承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在全社會加強和推進精神文化建設，在每一個公民心中，培育

「感恩你我他」的理念，這是民族復興的需要，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成龍

■責任編輯：陳秀麗
版面設計：陳漢才

民族復興需要感恩

作為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武予魯，在會議
上提出這個建議是經過充分研究和調查的。

武予魯說，當前中國正處在社會變革、經濟轉
型的加速時期，各種社會思潮此起彼伏，傳統思
想與現代思想觀念相互交融，東西文化激烈碰
撞，意識形態多元、多樣、多變。社會浮躁，精
神家園缺失，人的心靈「沙漠化」問題日漸突
出。

針對這些問題，武予魯總結為五個方面。一是
物質富裕了，精神卻空虛，見死不救、遇難不幫
屢見報端；二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幸福感缺失
了，抱怨社會；三是見錢眼開，見利忘義，道德
失範，誠信缺失；四是好大功喜，弄虛作假，形
式主義現象普遍存在；五是缺乏感恩意識，不懂
得感恩，責任感淡化，價值導向迷失，傳統文

明、文化傳承缺失。
「現在的孩子上大學時，滿頭白髮的父母背㠥

大包小包來送孩子，孩子卻大搖大擺，兩手空
空。父母為孩子做了那麼多，孩子卻認為是理所
當然，缺少一顆感恩的心，人們缺乏安全感、沒
有幸福感，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解決這些問
題要靠中華民族傳統的優秀精神文化」。武予魯
還從身邊的所見所感講起。

在武予魯看來，在全社會加強和推進精神文化
建設，大力弘揚感恩文化，是社會治理的需要，
是民族復興的需要，是建設現代化中國的需要，
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

感恩文化促義煤大發展
其實，近幾年以來，義煤集團就提出了「知

感恩而天下寧，知感恩而企業興」的理念，在
全企業內大力弘揚「真誠、同心、感恩你我他」

的企業精神，企業的發展取得了
長足的發展。先後湧現出馬峰、
沈改林、李愛聰、韓玉鑒、谷勝
利等一大批優秀感恩踐行者，在
全企業形成了「懂感恩、知感恩」
的濃厚氛圍，在陝縣「7．29」搶
險、盧氏洪災、伊川「3．31」事
故、汶川特大地震、玉樹地震等
重特大事故和自然災害中，義煤
人不講條件，全力救援，使「真
誠、同心、感恩你我他」的企業
精神得到發揚光大，也對當地社
會風氣的淳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感恩文化在義煤集團的推廣，極大的提升了
該集團的精神面貌，推進了業務的拓展。2011
年2月，義煤集團通過借殼成為大有能源控股
股東，成為河南省煤炭能源系統唯一一家借殼
成功上市的企業。根據義煤集團規劃，2013
年，義煤集團下屬的開祥化工、澳洲煤礦將分
別在香港H股和澳大利亞上市。到2015年，義
煤集團資產總量將達到2000億元以上。到2020
年，將邁入世界一流企業行列。

五建議倡全國感恩文化
「不能物質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來了，那

就很危險，在新時代，必須大力倡導優秀傳統文
化，讓每個人都懷有一顆感恩的心」。武予魯強
調說。

因此，他建議國家有關部門要加強精神文化
理論體系、制度體系、行為規範體系研究，為
全社會精神文化的完善和推廣提供理論依據和
制度規範，在全社會開展以感恩祖國、感恩社
會、感恩自然、感恩他人為主要內容的感恩教
育和實踐活動；把精神文化、感恩文化納入國
民教育，進入校園，編入教材，列為主要內
容；把系統分行業推廣，使中華民族優秀的傳
統精神文化，感恩文化進課堂、進機關、進工
廠、進農村、進軍營，建設人民精神世界，增
強人民精神力量；把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納入國家社會管理體系，列入公務員和各
級官員選拔任用及業績考核重要內容；率先在
國有企業推進精神文化建設工作，充分發揮國
有企業的履行社會責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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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感恩文化 推進精神文化建設
——專訪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義馬煤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武予魯

■義煤集團開祥化工企業概貌

武予魯在談到義煤集團的國際化戰略時表示，
最近幾年，義煤集團努力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目

前已經形成了覆蓋跨河南、青海、新疆、山西、內蒙
古等五省（區），經營範圍涵蓋煤炭、製造、發電、水
泥、氧化鋁、煤化工等多個領域，原煤產量增加了近2
倍，經營總額和企業資產總額分別增加了4倍，利稅
增加了6倍，成為河南省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企業

之一。義煤集團開祥化工計劃2013年在香港H股
上市，屆時還需要香港文匯報更加關注義煤

的發展，今後要加強與文匯報在香港
及海外的合作。

冀與本報
加強海外合作

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平頂山市市長陳建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招商引資工作是擴大投資、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重要保證，要抓

住當前產業轉移等有利時機，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持續開展大招商活動，在全

國、全省招商引資工作熱潮中有所作為。

■兩會報道組 程相逢、成龍、劉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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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合論壇 凝聚海內外僑商資本

2012
年，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應邀參加第四屆
華僑華人中原經濟區合作論壇。在論壇上，他做了《中

原文化 中華民族復興之本》的主題演講，當他講到：「靠㠥中國傳
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靠㠥『天行健，君子當以自強不息』的意
志與信念，中原客家人在東南亞乃至歐美諸國，都開創了讓世人矚
目的豐功偉業，為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時，在場的華人華僑報以熱烈的掌聲。

陳建生也被這個演講所打動。陳建生告訴記者，2008年至今，平
頂山市已經成功舉辦了四屆華僑華人中原經濟區合作論壇。利用這
個引資引智引技的平台，可以把中部地區的資源、市場優勢和海內
外僑商的資金、技術、管理等優勢結合起來，為我所用。

數據顯示，2012年舉辦的第四屆「華合論壇」，簽約項目51個，總
投資金額557.15億元人民幣，簽約項目平均投資明顯高於往屆。其中
平頂山市簽約項目48個，總投資530.15億元。簽約項目涉及基礎設
施、電力能源、食品及農產品深加工、文化旅遊、舊城改造及房地
產開發、商業及物流倉儲、化工醫藥、輕工紡織、建材機電製造等
多個領域，其中10億元以上項目26個，比上一屆增加10個。

陳建生說，這些項目對平頂山市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將
發揮重要推動作用。但他同時也指出，儘管論壇名氣很大，簽約率
很高，但項目落地率相對還有提高的空間。

2013系列招商活動 冀海內外華人關注
陳建生告訴記者，2013年，平頂山市將㠥力把對外開放作為應對

複雜局面和破解各種制約的綜合性戰略舉措，採取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措施和機制，真正實現以開放促改革，以招商促發展。

平頂山市將依托該市產業集聚區和產業鏈，重點圍繞文化旅遊、
工程塑料、新型建材、煤化工、鹽化工、機械製造、電氣裝備、現
代物流、特種鋼、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12個產
業鏈以及現代服務業、綠色環保產業等新興產業，有針對性地組織
邀請港澳台、珠三角、長三角、閩東南等有投資意向的客商分批來
平到產業集聚區實地考察、洽談，舉辦產業集聚區項目對接活動。

同時，平頂山市還將「走出去」實施系列招商活動，包括長三角
產業鏈招商活動，舉辦電子信息產業、裝備製造業、紡織服裝業、
生物製藥業產業鏈招商對接會，珠三角產業鏈招商活動，舉辦高科
技產業、日用品消費製造業、家用電器製造業、生物製藥業、新型
建材業等產業鏈招商對接會，閩東南產業鏈招商活動，舉辦電子信
息業、裝備製造業、紡織服裝化纖業、生物製藥業、新型建材業產
業鏈招商對接會。

陳建生並通過本報邀請海內外華人華僑關注平頂山的各項招商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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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放促改革 以招商促發展
——專訪全國人大代表、平頂山市市長陳建生

陳建生一直以來都很關注環境問題。他說，作為一個典型的資源型城
市，具有「中原煤倉」美稱的平頂山，為全國、全省能源建設作出了突出
的貢獻，但長期對資源的依賴，使得環境整治和保護面臨㠥重（重工業比
重大）、弱（環境支持能力弱）、大（污染排放量大）、小（發展空間小）等
難題，承受㠥巨大的減排和改善環境質量的壓力。

然而在灰霾一片的背景下， 2012年，平頂山市區空氣質量優良天數為327
天，優良率為89.4%；萬元生產總值能耗比上年下降7.9%；飲用水達標率達
到100％。

煤炭城市平頂山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陳建生告訴記者， 良好生態既是全面小康的必要條件，更是科學發展的

應有之義。平頂山要實現「提前全面小康，建設美麗鷹城」，實現不以犧牲
生態和環境為代價的「三化」協調科學發展，必須在壓力和迫切中求破解。

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反覆提到「循環經濟」一詞。在他看來，發展循環
經濟是平頂山尋求轉型的突破口。

「加大工程減排、結構減排力度，強化監管減排。實行能源消費總量預算
管理，建立碳排放控制制度，推行節能量交易。持續深化工業、交通、建築
和公共機構節能，開展合同能源管理，突出抓好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節能技
術改造。堅決淘汰落後產能，對已列入淘汰計劃的企業和生產線，限期關
停。以煤層氣、焦爐煤氣、礦井水、煤矸石、粉煤灰綜合利用為重點，大力
發展循環經濟，加快培育一批循環經濟示範企業和示範園區，加強再生資源
回收利用一體化經營體系建設。」

說起建立生態市的各項舉措，陳建生如數家珍。他說，平頂山市要持續
堅持優化發展引領、污染減排推動、生態創建拉動、機制創新驅動、綜合
防控促動，持續減存量、控增量、騰容量、保環境，以較少的環境資源代
價，加快環境管理轉型，推動實現科學發展，盡早成為百姓富足、生態宜
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麗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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