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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孩子在船上嬉戏，一
亩亩田地在清水中沐浴，一座座
水库在风雨中傲立，一个个水龙
头欢畅流淌……近几年来，我们
经常在新郑看到这样的图景，优
秀的水利工作为新郑赢得了不
少“印象分”。

一直以来，新郑市按照“南
调长江水、北引黄河水、西蓄天
上水、东治洪涝水、合理开发地
下水、综合利用循环水、全社会
厉行节约用水”七水并举的治水
思路，突出“民生水利、效益水
利、生态水利、平安水利、和谐水
利、资源水利”六个重点，在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万亩高产示范工
程、万亩中产田改造达标示范工
程、万亩低产升级示范工程、万
亩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工程、万
亩高效节水示范区工程、生态河
道治理工程、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生态水系规划和南水北调移
民安置工程等十项重点工程上
做好文章。为此，该市在“六个
一”上下尽工夫。一是高档次抓

好一个生态水系工程，把轩辕湖
生态水系建设工程作为水利建
设的“一号工程”，进行全方位的
绿化、美化、亮化，统筹建设具有
新郑特色的文化基础设施，打造
生态人文景观，使其成为中心城
区的防洪线、交通线、风景线和
水源地的保障线。二是高质量治
理一片小流域，围绕具茨山小流
域综合治理工程，结合具茨山国
家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搞好植
树造林、水土保护、登山步道及
生态林、经济林等建设，实现造
林、生态、景观、旅游的协调发
展。三是高水平营造一个水环
境，在抓好河道治理、水库除险
加固、闸坝建设等工程的基础
上，重点围绕“两河”治理工程，
充分利用环境补贴机制，加大双
洎河、黄水河的河道治理力度，
在新港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新
的污水处理厂，进一步提高污水
处理能力，改善城乡生态环境。
四是高效能办好一项民生水利
实事，围绕城乡安全饮水工程，

通过“集中建水厂、联村建站、村
村通网、户户联网”，在确保年底
前基本实现村村通干净卫生的
自来水的同时，加快市区中心水
厂扩建及第二水厂建设，扩大供
水能力，使城乡所有居民用上干
净卫生的自来水。五是高标准建
设一批水利示范工程，重点围绕
五个“万亩示范工程”，统筹规
划、同步推进，全面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努力使所有基本农
田都实现旱能浇、涝能排。六是
高品位打造一批水利精品线路，
坚持“兴利除弊结合、生态旅游
并重、防洪抗旱并举”的方针。通
过“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
破，整体推进”，着力打造以郑风
苑 —— 湿 地 公 园 —— 轩 辕 湖
——双洎河为主的河道综合治
理旅游线路，以人文拜祖游、寻
芳探幽游、古堡岩画游、生态休
闲游和山林康体游为一体的具
茨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观光精
品线路，实现经济、安全、生态、
文化、旅游“五位一体”的目标。

随着一座座水库除险加固，
一户户移民妥善安置，一个个村
庄开通自来水……新郑用实际
行动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水利支撑。很
多地方已经逐步呈现出岸清水
绿、鸟语花香的秀美景象。一些
地方已成为市民们休闲娱乐的
绿色长廊，变成了地方标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
之间，是与水息息相关的百姓生
活。“让更多的人享受水利工作
带来的好处，是我们水利人的目
标。”一位修建水库的工作人员
道出了水利工作者的愿望。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凭着“献身、负责、求实”
的水利行业精神，新郑市干出了
当代愚公的新业绩；连续14年夺
得河南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红
旗渠精神杯”、连续 15 年夺得郑
州市“中州杯”，获得全国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先进单位、国家农田
水利建设重点县（市）、全国生态
示范城市等荣誉称号。

近日，记者走进新郑市薛店水厂，工作
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水质化验。“我们
建立了‘高标准、高起点、严要求’水质化
验制度，化验人员全部都经过培训，看，这
是我的上岗证！”水厂的化验员说，“每季度
都对水户末端和水源初端交替取样，确保
各项数据准确无误，坚持定期检测水质变
化，让大伙喝上安全、放心水！”

去年建成的薛店水厂，解决了该镇镇
区及6个行政村的安全饮水问题。自2008
年新郑市委、市政府提出“三年基本实现村
村通自来水”的目标，新郑市先后投资1.72
亿元，建成乡（镇）集中水厂6处，联村供水
工程预计12处，将集中解决34.5万群众的
安全饮水问题。

正在建设的孟庄水厂作为新郑市
2010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重点项目，建
成后将会成为全省 2010 年农村饮水安全
百座千吨水厂之一。水厂一期的整体工程
12 月底前完工，届时受益人口将涉及孟
庄、薛店、郭店三个乡镇 33 个行政村的
5.27万人。

新郑市把“让所有群众都能喝上干净
卫生的水”放在水利工作的突出位置，作
为解民难、惠民生的“德政工程”、“民心工
程”。为实现“三年基本实现村村通自来
水”的目标，强化安全饮水工作，新郑市成
立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管理局，专门负责全
市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的建设和建后管理工
作。对全市不通自来水的行政村进行水质
化验后，按照“先重后轻，先急后缓，突出重
点，分步实施”的原则科学规划。为保证工
程建设质量，狠抓管理，按照“项目法人制、
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财
务报账制”的要求规范操作。该市政府还
成立了督查组，一天一督查，两天一通报，
鼓励先进，督促后进。为确保能够长期饮
用达标水，新郑市依据水质、受益范围等因
素科学划定已建水源保护区，不断加强生
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低碳生态经济，确保
水源长期安全。

走进新郑市观音寺镇黄岗村殷跃增的
家，厨房整洁有序，太阳能在房顶尽情地吸
收阳光，现代化的卫生间与以前的旱厕相
比可谓天壤之别。提起现在的变化，殷跃
增感慨万千：“以前俺们这儿基础水电设施
跟不上，做饭、洗衣裳、洗澡都很不方便，旱
厕又脏又臭。俺们也想改善环境，提高生
活质量，可没条件啊。现在可好了，政府为
俺们安装了自来水，用水可方便。太阳能、
饮水机俺们现在都用上了，比城里人也差
不到哪去了，我们打心里高兴，政府为俺们
办了大好事啊！”

水清了，人笑了，日子像这条河流
一样越过越好……住在新郑市轩辕湖
附近的居民们，切身体会到轩辕湖的
美丽“变身”。

“之前，这里可没这么美。现在，它
的变化可大了，有事没事我都爱来这逛
逛。”吃完饭，经常出来散步的市民王桂
芬大娘可有发言权了。整天在这散步，
她亲眼目睹了轩辕湖的从无到有，高兴
得合不拢嘴。近日，她领着自己80多岁
的老母亲来到了轩辕湖附近散步。初
冬时节，湖面波光粼粼，几位市民站在
岸边欣赏风景。王大娘告诉记者，在春
天和夏天，轩辕湖可惹人爱了。密密麻
麻的青草相互簇拥着，从中探出一朵朵
鲜花，不时地从水里跳出一条鱼儿在水
中嬉戏……来这儿的人不仅能够欣赏
到美景，还能和街坊邻居在这儿边歇息
边聊天。无论春夏秋冬，轩辕湖都以自
己的容貌吸引众人。

轩辕湖位于新郑市中心城区，和
该市的郑风苑景区翘首相望。为了进
一步完善中心城区滨水绿地系统，该
市决定投资8500多万元为轩辕湖和郑
风苑“搭桥联姻”，在它们中间建设郑
韩湿地文化园。该市水利部门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我们对湿地公园进行了

设计，打算形成四廊道、六板块、八景
点的空间结构。等它建设完成后，将
更有利于挖掘这里一湖清泉水、一条
经济带、一道风景线的潜力。”

新郑市正在叩响“生态水利”的大
门，越来越多的河流也在展示自己的
个性：有的主打生态之河旋律，在修复
自然生态景观廊道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有的高举魅力之河旗帜，在展示城
市形象方面功不可没；有的主唱和谐
之河欢歌，营造出一方方人水和谐的
基地……

目前，在经过河南省水利厅、郑州
市水务局、郑州大学、黄河设计公司、
河南省工程咨询公司、郑州市园林规
划设计院、郑州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
院、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专家和代表
组成的评审专家组的论证后，该市决
定再为一些河流“治病”、“美容”。针
对河道被侵占、淤积严重、排水能力欠
佳等情况，该市对双洎河、潮河、莲河、
十七里河等对症下药。可以想见，在
未来的几年里，水通水美水清，条条河
流欢快流畅，市民们望水欢笑的场面
将会大量出现，新郑市也将再次增多

“岸静可憩，水清可渔，景美可赏”的生
态景观。

昨天，记者在新郑市薛店镇观沟移
民新村看到，新平整的土地上一片繁忙
的机井改造的景象，高耸的钻井机不停
地运转着，十几个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
铺设地下管道，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
与寒冷的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针对原来农用机井配套不合理、毁
坏或被盗、用水浪费等问题，新郑市委、
市政府在2009年初就提出利用3~5年时
间对全市农用机井进行综合配套升级改
造，实现所有基本农田旱能浇、涝能排。
并于当年投资 2500 多万元对 1014 眼农
用机井进行了综合配套升级改造。

2010 年，新郑市计划投入 6600 万
元，完成2000眼农用机井的综合配套升
级改造任务，总体规划情况是以新椿路、
万邓公路两侧为重点，沿线涵盖八千、龙
王、薛店、郭店、和庄 5个乡镇的 43个行
政村，形成 2线 5面的总体格局，建成以
八千乡万亩低产田升级改造示范区、龙
王乡万亩中产田改造达标示范区，薛店、
郭店移民安置区机井升级改造示范区为
重点的农用机井升级改造项目区。

截至目前，整体工程进展顺利，八
千、龙王、薛店、郭店、和庄等 5 个乡镇，
共完成配套机井980眼，新打机井65眼，
埋设地埋管道16万米，出水口及保护体
4600 套。预计 2000 眼农用机井升级改
造后，可新增、恢复灌溉面积10万亩，并
实现节约的目标。届时，每年灌溉用水
量、用电量等方面都会有所下降，不仅使
耕地面积有所扩大，还节省了资金。同
时，工程实施后有效地提高了粮食产量，
将使农民切切实实感受到机井升级改造
带来的好处。

“我们一直都担心这个地方天气干
旱雨水不足，怕庄稼收成不好。没想到
这里水利条件这么好。”观沟移民新村的
村民王焕英告诉记者。

近日，记者来到新郑市唐寨水库
附近时，远远就听到有一群人正在议
论着什么。凑上前一听，才知道他们
正在议论唐寨水库的事，其中一位年
轻的小伙子说：“你看咱这水库一加固
一整修，从远处看多壮观啊！”而一位
老大爷说：“你懂啥，好看不是目的，现
在咱们这儿的水库修得坚固，不就是
为了保证咱们的安全嘛！”

据了解，建于 1970 年的唐寨水
库，紧邻107国道和京广铁路，控制流
域面积 13.6 平方公里，总库容 642.55
万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灌
溉、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小 I 型水库。
由于堤坝老化，今年上半年投资 408
万元对唐寨水库进行除险加固。

为了防患于未然，去年以来新郑
市就把水库除险加固作为全市水利建
设的重点工作之一。在对水库进行排
查的基础上，新郑市决定对老观寨、望
京楼、五虎赵、青岗庙、唐寨等水库进
行除险加固，计划总投资 4900 多万
元，截至目前，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都已
完工。

在做好水库除险加固的基础上，
新郑市着力打造“工程安全、设施齐
全、功能完备、管理高效、环境优美”的
水库管理体系。

在新郑市八千乡铁李村田边
的一个机井旁，一位身穿灰褐色
旧夹克，黑色西裤沾满泥土，脚上
一双皮鞋布满磨损印记的老大哥
正在费力地拉着沉重的电缆线。
当记者走近他询问谁是余进喜
时，他疲惫而苍老的脸上写满了
疑问：“恁有啥事？俺就是。”当得
知是来采访他的，他憨厚地笑了，
将手里的活交给同伴，拍拍长满
老茧的双手，打打腿上的泥土，显
得很不好意思。

今年 47岁的余进喜，头上的
白发已按捺不住的“冒”出了许
多。1987 年，老余就来到新郑市
水利抗旱服务队，黝黑的皮肤见
证了他 23 年的工作“痕迹”。这
23年来，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精
神状态，不论是抗旱服务、机井升
级改造还是安全饮水设施安装等
等，只要任务交到手，不怕吃苦不
怕累，完成任务保质量。

抗旱服务很艰巨，多少庄稼
地在旱天都等着抗旱服务“救
命”。2009年，新郑市的旱情很严
重，政府配备了80万元的抗旱物
资。身为小组长的余进喜，知道
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物资能
及时地配置到各个乡镇，他带头
日夜坚守在仓库，协助农民浇地。

“哎，老余真不愧是老大哥，
抗旱的时候饿了就吃馒头，渴了
就喝两口自来水，想歇的时候抽
一根烟就算歇了。那几天老余就
瘦了好几斤嘞！俺们都叫他‘余
老牛’，他就像老黄牛一样，活不
干完就不歇！”在一旁休息的老杨
也是服务队的一员，见状也来为

老余“表功”，“跟着他干活，再苦
再累俺们也愿意！”

虽说整天在工地上跑，但老余
没有忘记学习，不论是理论知识还
是专业技能，他都没有落下。现
在，队里的抗旱机具没有老余不会
修的。这些技术都是老余自己学
习摸索的，老余总说：“抗旱服务是
俺的本职工作，啥活都得会干才称
职啊！”他每月都会抽几天时间专
门检修机具，检修试用后，把机具
规整好，一丝不苟，认认真真。

今年8月，新李营、观沟两个
移民新村需投入使用。安全水设
施安装工作任务交到老余他们手
里时，已是7月中旬，只有半个月的
施工时间。为保证移民入住能用
上安全卫生的自来水，余进喜带着
小组的同事们吃住都在工地。工
地建设用水不能停，调泵、移压力
罐只能在晚上干，第二天还不能耽
误各处施工用水。一个星期，通宵
达旦，每道工序他都认认真真，毫
不含糊。经他把关的工程没有一
个返工的，并且经他预算的工程与
实际工程量基本相符，用他的话
说,政府出钱为百姓办好事、办实
事，不能浪费国家一分一厘。

为八千、龙王两个乡安装井
台时，3个月的工程期，余进喜没
有休息过一天，连续一百多天吃
住都在工地。在他的带领下，工
程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提
起这事，老余灭掉手中的烟，严肃
地说：“政府为 2000 眼机井综合
配套升级改造，那还不是为了造
福老百姓？俺们局里的领导都带
头住工地嘞，咱出点力算啥！”不

过老余还是觉得对不起媳妇马全
花：“家里的大事小事我都没有过
问过，都是她忙活。俺妈今年 76
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全是她照
看。”在别人眼里，余进喜就是一
个工作狂，遇事总是先想公家再
想个人，先想别人再想自己，“八
小时内多工作，八小时外多奉献”
已成为老余的自觉行动。

“余大哥，你来看看这是咋回
事啊……”听到队友叫他，老余简
单地跟记者打了声招呼，转身就
又去干活了。在空旷的田边，初
冬的寒风不停地吹着，老余的身
影形成一道风景。

这就是余进喜，一位憨厚朴
实、爱岗敬业的老大哥！

图为余进喜对抗旱器具进行
日常维护。

突出“七水并举”思路 抓好“六个一”建设

新郑市着力推动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

他，奔忙在抗旱一线
——记新郑市水利抗旱服务队队员余进喜

安全饮水到我家
丝丝甘泉润民心

一湖清澈水
一道风景线

机井升级改造
农田旱涝保收

水库除险加固
防水患于未然

①碧水蓝天，和谐优美的
居住环境。

②山清水秀的具茨山。
③新郑市水务局开展助民

为民活动，图为该局组织员工
深入一线，义务为群众埋设管
道。

④大槐树小流域水保综合
治理塘坝工程施工现场。

轩辕湖全景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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