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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冬的绵绵细雨中，漫步
新郑市黄水河畔，清新的风，吹
拂着河边的芦苇、岸堤的杨柳；
绵绵的细雨，打湿了岸边的小
草，河里荡起丝丝涟漪。徜徉在
这“世外桃源”里，70岁的新郑市
民张国亮老人难掩喜色：“年轻
时，我只知道水利是针对人们饮
水、灌溉问题的。如今，水利与
环境搭上边后，把黄水河打扮得
越来越漂亮了。空闲时，我就爱
到这里‘养养眼’。”目前，像张大
爷这样没事就来这里转悠的人
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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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水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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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双洎河，今日大变身。

双洎河经过“治理”后，吐故纳新
的“肺”更加有活力，成为水体自
净能力强、防洪能力强的“双
强”河流。“以前的双洎河，河
道内草木丛生、淤积严重、泄流
断面日趋减小。经过‘整容’后，
绿水长流，环境比以前好多了，
很多人都愿意来这儿玩。”领着
小孙子玩耍的李改华老人告诉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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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生态和水利“联姻”后，
该市围绕“水清、流畅、岸绿、景
美”，打造人水相依的生态环境，
水变清了、水势稳了、两岸绿了、
水面宽了、环境美了、城市靓了，
变美的河流沿岸每天都吸引着
成千上万的市民来此休闲、娱
乐，城市环境综合定量考核连年
位居全省县级市首位。

一个个孩子在船上嬉戏，一片片耕地在清水中沐
浴，一座座水库在风雨中傲立，一个个水龙头欢畅流
淌……近年来，水美人和的图景正在新郑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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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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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高产田示
范工程、万亩中产田改造达标示范工程、万亩低产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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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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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语
和庄镇歹庄村村民 歹全义

“村村通自来水工程让
我们吃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市委、市政府切切实实为我
们办了件大实事。”

八千乡高夏村党支部书记
杨连军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
实施深刻地体现了党和政府
时时刻刻关注民生、为人民
服务的务实作风。”

和庄镇歹庄村村民 赵留凤

“自来水工程的建成，我
家洗衣服做饭用水很方便，
现在感觉我们生活条件不比
城里差。”

新村镇裴李岗村村民
高书贵

“机井升级改造，使我们
村民浇地达到了省时、省电、
省水、省钱、省心。”

水务局工程技术人员
崔长树

“ 作 为 一 名 工 程 技 术
人员虽然在工地很辛苦，
但是为老百姓做事，累一
点也无所谓。”

八千乡东王马村幼师
邢建花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不
仅使学生喝水方便，也改善
了我们教师的日常生活条
件，让我和学生们感受到了
党的温暖。”

一股股清泉涓涓地流向村落，一张张笑脸写
不尽村民内心的喜悦。11月，走进新郑市薛店镇
常刘村，感受到的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给村民们
带来的欣喜。

“哗哗哗……”村民李水兰打开自家水龙头，
白花花的清水瞬时就涌了出来。谈及吃水“变
迁”，她大发感慨。46 岁的她自从嫁到这里后，
饮水实现“三级跳”：从饮用十几米深的压水井到
20 多米深的家院小井，再到现在的 340 米深的安
全水井。“以前用的水，后味发苦，一烧水，垢就刮
不干净，现在这水，清凌凌的，直接喝都没事儿。”
李水兰一边洗菜，一边告诉记者。

让无数个“李水兰”开心的“源头活水”来自该
市的农村饮水安全重点工程——薛店水厂。记者
在该水厂看到，各项设备“列队集合”，开足马力，
确保了汩汩甘甜的清水从这里流进村村户户。

薛店水厂只是该市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新郑市提出了“自2008年起
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并把“村
村通干净卫生的自来水”作为新农村建设“五通五有
五确保”的首要任务。两年来，先后投资13975万元
解决了34.42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到今年年底全市
基本实现村村通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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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新郑市大力推进以农用机井升级
改造为重点的水渠田林路综合治理工程。围绕

“田成方、树成行、路成网、渠相通、井相连、村庄
美”的目标，大力实施八千乡万亩低产田机井综
合配套示范区、龙王乡万亩中产田机井升级改
造示范区、城关乡万亩高产田节水灌溉示范区、
孟庄镇万亩林果节水灌溉示范区、具茨山万亩

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等五个万亩示范工
程，通过统筹规划、同步推进，着力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

2009年，新郑市对1014眼农用机井进行了综
合配套升级改造。恢复、新增灌溉面积5.07万亩，
年灌溉节水304万方，节约用电132万度，节约工
日4万个，节约耕地38亩，年减少使用成本294万
元，环比节省建设投资710万元。机井升级改造
后，灌溉保证率极大提高，实现了“五省两防两提
高”，即省水、省电、省地、省工、省钱，防盗、防毁，
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据统计，项目区亩
均增收粮食120公斤，年增效益额1216.8万元。

生态水利
道道风景惹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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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逛逛。”经
常出来散步的市民王桂芬大娘可有发言权
了。整天在这里散步，她亲眼目睹了轩辕湖
的从无到有，高兴得合不拢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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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城市的眼睛”，为让这双眼睛更加
美丽，就得做好生态水利的文章。新郑一直
致力于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大力推进轩辕
湖生态水系暨黄水河景观治理改造工程。围
绕“水清、流畅、岸绿、景美”，投资2亿多元建
设了集防洪、灌溉、交通、景观于一体的轩辕
湖水库、轩辕湖湿地公园以及黄水河河道治
理工程，使防洪标准由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
一遇，并成为城市的防洪线、交通线、风景
线。与此同时，该市还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
污水处理率达 85％，城市环境综合定量考核
连年位居全省县级市首位。

近日，记者来到新郑市唐寨水库
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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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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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对老观寨、望
京楼、五虎赵、青岗庙、唐寨等水库
进行除险加固，总投 资 4900 多 万
元，截至目前，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全
部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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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水利
人水和谐惠民生

南水北调让新郑和淅川“结亲”。在新郑，第
一批安置淅川移民的是薛店镇观沟村和郭店镇新
李营村。

沐浴着冬日的阳光，昨日，记者来到观沟移民
新村，远远望去，柏油马路整齐划一，两侧耸立的
楼房一字儿排开，让同行的记者们啧啧称赞，纷纷
举起手中的“长枪短炮”，留下镜头中的美丽景象。

人水和谐，百姓受益。新郑按照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要求，把南水北调
移民安置村作为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水利建设重
点村，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快致富”的目
标，坚持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对首批
的两个移民安置村解决了饮水问题，今年又安排
了万亩节水灌溉示范区工程，辐射周边 4 个行政
村，做到了迁入地群众与迁出地群众利益同样维
护，水利工程项目同步安排。

陪同到现场采访的新郑市水务局负责人告诉
记者：“解决移民安置工作，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
是要对移民真心，有真心就能办好事。然而，首先
体现的就是‘水’。我们一定要保证村民吃水干
净，用水便利。”

昨日，走进新郑市水务局，
一阵热烈的掌声将记者吸引到
水务监察队的会议室，原来该局
水务监察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
业务学习。

为严格水资源管理，确保持
续利用，新郑市水政监察管理队
伍从自身做起，严格管理、严明
纪律、运行有力。全面实行建设
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严格行政
审批。对新建的取水项目实施
全程监督；对未经批准擅自打井
的依法进行查处；对批准打井
的，进行施工监督、成井质量验

收，安装水表、水资源论证、发放
取水许可证等一条龙服务，有效
地维护了良好的水事秩序，为该
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保障。

在节水型社会建设中，新郑
市强力推进农业节水战略，从埋设
管道、塑料软管到塑料硬管，从漫
灌、畦灌到喷滴微灌，再到节水示
范园区建设，经过不断探索改进，
节水灌溉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全市51.88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基
本实现了节水化灌溉，为水资源的
持续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平安水利 万无一失保民安

蓝天蓝天碧水靓新郑碧水靓新郑 人水和谐惠民生人水和谐惠民生
——新郑市“六水”并举建设现代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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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成方、路成
网、树成行，井通
电、管入地、渠相
连，旱能浇，涝能
排、村庄美。新郑
市把农业综合开发
机井升级改造作为
惠泽民生的示范工
程，确保农业丰产
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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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水利 五省两防两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