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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幸福河湖”出发
——江西峡江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邹清华

驻村第一书记张书

涛开进村的老福特是自

家的私车，却也成了曾

庄村乡亲们的“公车”。

在济源示范区大峪

镇曾庄村，这辆老福特

成了全村人的“宠儿”。

村支书薛龙生乘车到镇

里开会，村民李体恩搭

车为妻子买药。周五，

张书涛下山回城探亲，

山里的父母托他为城里

的子女捎瓜菜。周日，

张书涛离家上山驻村，

城里的子女请他为山上

的父母带衣服。他的老

福特成了连接山村与城

区的媒介。

张书涛是济源示范

区党工委宣传部派驻曾

庄村的第二任驻村第一

书记，2018 年 6 月，他

被选派驻村时，第一任

驻村书记成富营就对他

说，私车就是村里的公

车，捎人带物是常事。

张书涛倒不怕捎人带物，他担心

的是通往曾庄村的山路不好走。8年

前，张书涛就走访过位于王屋山深处

的曾庄村，当时城区到山脚下的公路

早已铺好，但上山的 18 公里山路仍

有不少是泥土路，乘车绕了一个又一

个弯，山头接着山头，一个半小时车

程把张书涛颠晕了。

这次驻村，驾车顺着柏油路进

村，用时比 8 年前少了一半，张书涛

轻松跑完全程。有前任驻村第一书记

打下的基础，曾是贫困村的曾庄村已

经发展起蔬菜制种、光伏发电、乡村

旅游等扶贫产业。

张书涛驻村不久，闭塞的山村还

通了班车，但他的私家车仍是村干部

的“公用车”、乡亲们的“顺风车”。

曾庄村距济源城区35公里，离大

峪镇区 25 公里，11 个自然村散落在

三条岭四道沟，走访、开会、办事、引

项目……60 岁的村支书薛龙生不会

开车，脱贫攻坚又任务繁杂，张书涛

的“公车”给村干部帮了大忙。短短两

年半，张书涛绕着城区、镇区、村庄跑

了 5万公里，而此前 10年，他的私家

车总共才跑了7万多公里。

山路毕竟难行，一些路开车不好

走，2019 年年初，张书涛又买了辆二

手摩托车，骑车走访沟沟岭岭中的村

民，摩托车的后座上总少不了村干部

的身影。“骑车把村子转一圈得两个

小时，两条腿走路效率太低，摩托车

帮了大忙了。”张书涛说。

随着产业发展势头越来越猛，捎

人带菜的“公车”时常无法满足村民

需求。11月中旬，张书涛帮李体恩在

城区找到 500多斤大葱的销路，老福

特的后备厢却放不下这么多大葱，只

能协调小货车进山拉货。如今，上山

拉货、进村旅游的车辆、人员越来越

多，车轮滚滚中曾庄村人的腰包渐渐

鼓了起来。

“村里189户人家，超过100户都

买了车，贫困户已经全部脱贫。”薛龙

生说，两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结束，

村民也就不需要“公车”了。

（新华社 韩朝阳 马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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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峡江，地处千里赣江最狭

处，境内大小江河 47 条，河流总长

567.48 公里，是一座傍水而生、因水

而兴的小城。

如何擦亮境内每一片水域的底

色？峡江给出了一组组攻坚数据：收

储赣江沿岸 8 家造纸企业，拆除赣

江非法矮圩网围16座，劝返64户渔

民退捕上岸，投资 3.5 亿元兴建 4.25

公里的赣江堤防……打造高质量水

生态系统的示范河湖，建设水美、岸

美、产业美的“最美岸线”。

近年来，该县以河湖长制为总抓

手，打破“就水治水”的思想藩篱，坚

持河岸同治，统筹推进流域水资源保

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改善、水生态

修复，让河湖本色更亮。赣江水质常

年保持在Ⅱ类，该县多次获评江西省

“鄱湖杯”水利建设先进单位。

消除水中“症状”，还河
湖底色原貌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作为国家重点水利工程的峡江

水利枢纽库区，曾建了 16座非法矮

圩网围，其中最大的由 109 户村民

联合修筑，高 10米，长 290 米，侵占

水面 322亩。由于涉及群众多、拆除

工程量大，近十年一直拆不下。在全

省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中，时任

县长、现任县委书记的郑军平，在外

挂职锻炼期间曾 3 次专门回到县

里，积极履行河长职责，亲自调度，

派出5个法律宣传组、2个重点约谈

组，带领侵占户代表外出观摩，现场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拆除了这

些陈年“库钉”，恢复了赣江原貌。

治理河湖刻不容缓。从2020年1

月1日零时起，赣江重点水域峡江段

全面禁捕，这意味着当地 64户普遍

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的专业渔民

户必须全部“洗脚上岸”、转业就业。

如何破题？峡江以“退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为目标，采取宣传发动、示范

带动、就业帮扶等措施，回收捕捞证

64本、渔船235艘、网具1.8万公斤，

实现渔民应退尽退、船网应收尽收。

同时，有70位渔民实现了转产就业，

其中王建武承包了水面养鱼，兴办了

鱼干加工厂；刘志云开办了碎石场，

带动了一批转产渔民就业……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曾几

何时，峡江采砂乱象屡禁不止，群众

怨声不少。如何管治？峡江从9个部

门抽调执法人员巡查，严把关口程

序，并借助天网工程，安装了 28 个

摄像头，监控采砂区域，形成闭环管

理。同时，开发砂厂销售智能化平

台，实行网上下单、线上审批的“一

站式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砂石

直接运到家门口。

“手指一动，就搞定买砂，还省

了跑老县城的车费……”水边镇村

民陈七根感慨智能平台的便利。而

该县水利局局长龙静雨也算了一笔

账：智能平台每天有 200 多个订砂

单，每位群众可节约路费 20 元，一

天可节约至少4000元，做到了既规

范采砂、保护河床，又方便群众、节

约费用。

从拆违退捕到规范采砂经营，

峡江护河治水没有休止符，并探索

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多

赢之路。

根治岸上“病灶”，筑人
水和谐美景

保护赣江生态，建设河岸风景，

是峡江决策者的共识。

针对赣江段巴邱老城沿岸不设

防、群众长期饱受洪涝侵袭的“病

灶”，峡江下决心将“水患”变成“红

利”，挤出有限财力，投资 3.5 亿元，

兴建集防洪排涝、观光休闲为一体

的巴邱沿江路堤棚户区改造项目。

项目规划设计后，峡江组建专

班，高位推动，于今年 4 月正式完

工，仅用 18 个月的时间，就让 4.25

公里的赣江堤防、930千瓦的电排站

屹立江边。

进展缘何“神速”？原来，有舍必

有得。当上级补助资金仅有 2863 万

元时，峡江县委、县政府咬紧牙关、

自筹巨款开工建设。巴邱百姓知晓

后，很受感动，主动配合、参与征地

拆迁，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政府的支

持，涉及的 929 户、12.8 万平方米房

屋征收拆迁无一起上访事件。

巴邱东门社区征地拆迁涉及

200多户，任务最重，签约的前一天

下午，居民就提前搬着凳子排起了

长龙。居民王润根主动拆了 2 套商

品房，示范带动整栋居民支持拆迁。

看不见的是工程，感受到的却

是民心。“巴邱沿岸曾堆积了几代人

倒的陈年垃圾，苍蝇蚊子老鼠打

堆。”现年 70 多岁的南门社区居民

宋二妹介绍，现在改造好了，建起了

游步道、休闲广场、古建筑观澜阁，

是大家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

既可休闲，又能防洪。今年赣江

涨水时，岸堤上站满了看赣水景致

之人。“以前每年涨水搬东西都来不

及，哪有闲情来看赣江风景呀。”新

世纪超市老板宋娟感慨道。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

除了美化河岸外，巴邱还重建了一

套城区污水管网，将城区生活污水

对接到河西工业园污水厂进行集中

处理，实现了防洪工程与沿江文化

景观、新型城镇建设完美融合。

如今，漫步赣江岸线，江水滚

滚，垂柳依依……好一幅人水和谐

美景，这是给当地老百姓的最好的

礼物。

推进系统治理，谋绿色
生态发展

既治已病，也治未病。在推进

水生态文明建设中，峡江坚持追根

溯 源 ，分 类 施 策 ，打 出 系 统 治 理

“组合拳：

——按下“加速键”，落实河湖

长制。目前，该县有 17 名县级河湖

长、93名乡级河湖长、262名村级河

湖长积极履职，开展巡河巡湖上万

次，示范引领群众齐心参与。“移山

水库是峡江县城备用水源地，非常

重要。”12月 10日，家住金坪民族乡

移山村的张连生又来到移山水库巡

查，“我必须尽库长之责任守护好。”

这是峡江落实河湖长制的一幕。

——呵护绿水青山，淘汰落后

产能。借助全省长江经济带“共抓大

保护”攻坚行动的东风，峡江迅速清

理整顿紧邻赣江的福民工业小区，

共收储影响生态环境的 8家造纸企

业，收储面积5.09万平方米，并在收

储后的空地上开展生态修复。

——抓好源头治理，减少污染

问题。峡江强力推进生猪养殖污染

治理，累计拆除环保不达标养猪场

919户，拆除面积48.26万平方米，做

到所有水库周边环保不达标养猪场

全部拆除或停养。同时，推进生态循

环养殖小区建设，规范集中养殖，从

源头减少因雨水、生猪饮水、洗栏等

产生的粪污量。

——提升水库水质，造福一方

百姓。目前，该县123座水库全部实

行人放天养。从 2013 年开始，万宝

水库就舍弃每年 50万元承包费，开

始实行人放天养，历经多年治理，水

质达到饮用水标准，现已作为金江

乡、罗田镇近2.4万村民的饮用水水

源地，发挥了新的功能。

此外，该县还将河湖长制工作

与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有机结合，

打造了一批水生态文明观光村。砚

溪镇樟溪上村，依托万能水库水域

优势，投入 800 万元，建成集赏药

花、戏湖水、吃鱼宴、住民宿于一体

的旅游新村，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

来，获评省级3A级乡村旅游点。

顺势而为，方能行稳致远。如

今，放眼峡江，越来越多河流成了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

四川省总工会
将开展2021年“两节”
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记 者 胡桂芳）12 月 11

日，记者从四川省总工会获悉，2021

年元旦春节，四川省总工会将通过走

访、座谈、寄慰问信、送慰问金（品）等

多种形式，直接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走

访慰问，不断增强职工的幸福感、获

得感和安全感。据了解，此次送温暖

走访慰问活动将持续至 2021 年春节

结束。

此次关爱活动将全覆盖慰问下

岗失业、患重病、工伤病亡、遭受各类

灾害或突发意外等情况造成生活困

难的职工家庭，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致

困的职工家庭、感染新冠肺炎及染病

病亡职工家庭，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保障家庭基本生活。同时，广泛慰问

坚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的工

作人员、农民工、劳动模范、工匠人

才、派驻挂职干部职工、“快递小哥”

等八大群体、在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

项目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职工以

及节日期间坚守在公共服务一线岗

位的干部职工等。此外，还将走访调

研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中的困难企业以及面临

困难的民营企业等，了解企业的生产

经营状况、困难成因、职工安置和政

策待遇落实等情况。

(上接1版)
“红色文艺轻骑兵”来到群众家

门口，“悦读驿站”让书香弥漫，

“金昌画家画金昌”“梨花诗会”“芍

药散文节”为人民抒怀、为金昌喝

彩，文化温润城市“精气神”，充盈

幸福生活。

“赏秋赏月幸福游”“粽情端

午·孝 善 相 约 ”“ 祖 国 在 我 心

中”……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的重要载体。

旗帜指引方向，火炬照亮前程，

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

劲，奋进新时代的“金昌故事”异彩

纷呈。

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创建

建设文明城，首要在发展，根本

靠发展。

校准航向、把好舵盘，才能无畏

风雨破浪前行。市委提出“两区两城

两融合”发展思路，最大程度发挥发

展的优势和条件，既着眼长远目标

保持战略定力，又立足当下任务攻

坚克难。

构建市企融合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命运共同体。金昌市与金川集团

公司聚焦抓项目、抓招商、抓金昌

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位发展、抓金川

民营经济产业园建设、抓城市建设

管理达成重要共识，步调一致、携

手共进。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金昌

以超常举措、最快速度建立同疫情

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秩序，明确

突进方向，保护和激活市场主体活

力，为实体经济赋能。

不止于“稳”，而是构筑新格局、

锻造新优势、打造新动能，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

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但

金昌市企业负责人清楚地看到了政

策环境、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金

昌市民明显感觉到城市变得更加宜

居、更富活力。

信守“只要企业定了干，一切手

续我们办”承诺，深化“放管服”改

革，实行“不见面审批”和“绿色通道

审批”，采取事前承诺、事后补充相

关要件方式，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

个工作日；建立招商项目代办服务

微信群，24小时全天候服务，多部门

全过程代办，从签约到动工仅需 1

个多月时间。

统筹推进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建设金水湖国家湿地公园

保护与恢复项目，新建南京路绿

地，实施新华路、建设路、天津路、

盘旋路维修改造工程，专项整治

“蜘蛛网线”、农贸市场、居民小区，

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公共秩序越

来越规范。

先行探索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路径、新模式，全

面推行网格化管理，拓宽群众参与

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努力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

藏金汇宝的金昌以“文明”为

帆，用“幸福”导航，推动高质量发展

行稳致远。

下足“绣花功夫”
共建幸福美好家园

以人为本，是金昌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不变初心。

公交国有化运营、改造交通堵

点、解决停车难题、老旧楼房加装

电梯、物业管理全覆盖、构建多层

次养老服务体系、开展城市特困家

庭解困试点工作……金昌市抓住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实施了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

生措施，城市变得更有温度、更富

魅力。

瞄准群众需求下足“绣花功夫”

管理城市、打造精致城市，建立健

全文明城市建设常态长效机制，努

力为人民群众营造看得见、摸得

着、感受得到的良好人文环境和生

活环境——

创新开展了党政机关及企事业

单位“包街”“包帮”志愿服务活动，

党员干部走上街道、走进社区，主

动参与支持爱国卫生运动、城乡环

境整治、交通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

活动。

建立创建工作总督导制度，健

全完善督导督查闭环机制，通过“包

帮”活动红黑榜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深入推进创建工作。

落实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创

建“第一责任人”制度，严格执行《金

昌市常态长效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工作问责办法（暂行）》，推动争先

进位。

……

全域创建、全民创建蔚然成风。

金川集团公司、八冶建设集团公

司等驻金企业发挥生力军作用，在人

力物力财力上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给予充分支持，组织员工积极参加

“包街”“包帮”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

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驻金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

志愿服务活动和公益事业建设，承

担急难险重任务，军民融合进一步

深化。

跃动的“红马甲”积极开展疫情

防控，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

疾人，维护交通秩序及环境卫生活

动，为文明创建工作注入了生机与

活力。

精神文明建设成为人们提升自

我文明素养的内在需求。

“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

不仅提高了大家的服务能力和团

结协作意识，更增强了大家积极投

身文明城市创建、打造精致城市的

信心和决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主题演讲比赛一等奖获得者杨玉

莲说。

文明城市创建与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同频共振，市民安全感、获

得感、幸福感稳步提升。

“我喜欢金昌的理由，是斑马

线前的一次次礼让，是邻里之间的

互帮互助，是遇到困难时有热心的

志愿者……”退休后在南方儿子家

养老的郭炳良老人返回金昌安度

晚年。

连续三届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是肯定，更是鞭策。

站在新起点，金昌秉初心、行恒

事，正在加速奔向文明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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