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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

2022年 1月 4日，《宁夏日报》二版刊发
了一则《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工
程喜获大禹奖》的消息，这是我国水利工程
行业优质工程的最高奖项。

这项全区迄今为止覆盖范围最广、受
益人口最多、建设最为紧迫的“一号”民生
工程，从论证、立项、建设到通水、运营、竣
工等各节点，都受到格外关注。它的“高
光”时刻在 2012年水源工程奠基那一天，在
2016年 10月 8日全面通水那一天。2020年
5月 2日，《宁夏日报》头版头条刊文，揭秘这
一民生工程安全运行密码。

是的，当人们每天打开水龙头的时刻，
就是它的“高光”时刻，这一刻饱含了西海
固人 40年的祈盼，蕴藏了近 5000多名建设
者 4年艰苦卓绝的建设血汗，倾注了运维职
工 6年的供水智慧，充满了 113万群众摆脱

“焦渴”后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
向往。

发展成就：

9月 15日黄昏，海原县史店乡田拐村一
个农家院里，阳光照透过院子中高大的穹
顶，映照着那一排红门高窗的客房。

“以前没有水，啥也不敢想。”农家乐的
主人田志福边走边向记者介绍，“院子里的
洗衣机夏天用，屋子里的冬天用；5间客房
都有独立的洗浴设施。”

2016年 1月 28日，宁夏中南部城乡饮
水安全海原连通总管工程正式通水，黄河
水历史性地流进海原县城。2017年，随着
管道的延伸，田拐村的群众告别了祖祖辈
辈吃苦咸水、远程拉水的历史。

同年 10月 8日，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
安全工程全线通水。从此，宁夏黄土丘陵
里的百姓世代沿袭的生活姿态变了。
拉水用的水囊大缸另作他用，各家各户拆
了锁的水窖有了新的使命；洗衣机、热水
器、电水壶的使用价值被重新唤醒；最直
接的实惠是人均每年能省出至少 200元的
水费。

转变的还有生产方式和思考方向。
那年，在城市闯荡的田志福回乡创办了
农家乐。“我这个院子最多一天能容 1600
人用餐，旺季的时候一周接待量可达 7000
人次。”

“明年，我打算在后面建个窑洞宾馆，
每间都安装上冲水马桶，乡村的新鲜空气
和城市的便利都能拥有。”田志福壮志在胸
的样子令人鼓舞。

“以后你交水费都不用跑路了。”海原

县“互联网＋ 城乡供水”项目施工总负责人
尤思德说，搭载了水联网核心技术的中南
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将从供水源头到农户
家里，织起一张遍布传感器的水网，流量水
压等数据汇入物联网，管控靠云计算，海原
全域百姓将享受到更加高质量的供水
服务。

截至 2022年 8月，宁夏中南部城乡饮
水安全工程已累计向原州区、西吉县、彭阳
县、海原县、隆德县 5个县区 44个乡镇 603
个行政村 113.53万城乡居民供水 1亿多立
方米，自来水入户率超过98%。

“高光”有我：

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总投资 39.36
亿元，包括水源和连通工程两部分，共有 12
条隧洞、3座水库、7座截引工程、7座水厂、
32座泵站、94座调蓄水池、1200公里主管道
等设施。工程将丰沛优质、水位相对较高
的六盘山东麓泾河水截引、调蓄后，沿途汇
入策底河、暖水河等 7处截引工程，向固原
市原州区、彭阳县、西吉县输送；另扬黄河
水至中卫市海原县。

作为宁夏水利史上迄今最大、最复杂
的系统工程，其建设和运维注定不能走寻
常路。

宁夏水投集团六盘山水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建军曾是该工程建设时期的工程部

负责人。“12条隧洞的贯通、海原总管的通
水、西吉总管的通水……每一次工程的重要
节点都令人难忘。尤其是2016年，泾河水从
龙潭水库流向中庄水库的10天10夜。”王建
军回忆，当年5月31日，龙潭水库正式下闸，
他和同事将水头逐次送进12个隧洞。

“当时输水路线设计了 3条，高线需要
穿越六盘山森林核心区，为了降低工程对
生态的影响，选择了穿越农田较多的中线，
但该线每一个隧洞之间预留的高差比较
小，我们最担心水无法自流出隧洞。”

4号隧洞长 5.2公里，7号隧洞长 10.6
公里，等水露头的时候最是煎熬。“我们打
着手电筒，从检修口向下望去，先传来水
流的声音，几分钟以后，就看到缓缓向前
流淌的水。那一刻，大家终于松了口气。”
2016 年 6 月 10 日，一路向北奔流 74 公里
的泾河水，涌入中庄水库，水源工程成功
试通水。

连通工程点多、面广、线长，主管线穿
山越岭，4500多公里支管线、入巷入户管线
行走在千山万壑间，总长度相当于从银川
铺设到深圳一个来回，其管理和维护更加
复杂。“早在 2016年 3月，六盘山水务有限
公司就抽调相关技术人员，成立验收小组，
参加工程项目的验收工作，及时掌握工程
建设情况，为运行交接及管理工作打下了
坚实基础。”王建军说，为合理调配水源，保

证各个受水区的用水量，采取工程连通措
施，将原有的海子峡、贺家湾 2座水库同新
建的中庄水库和秦家沟水库通过管线连
接，一旦出现紧急情况，4座水库之间可联
调联蓄，这样的布局在应对去年的大旱中
经受住了考验。

挑战和展望：

在重重难关中规划论证，在重重限制
中建设运营的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为
常年焦渴的固原地区带来了片刻的喘息，
为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提供
了坚实的后盾。

在未来，工程防洪标准的提升，原州区
张易、开城地区分散式水源供水区的接入，
农村主输水管网输水能力的补充，入户管
网的保护，对受水区的人来说，这些问题还
需要等待破解。

如何让翻山越岭北上的泾河水不至于
杯水车薪？如何让固原地区不再重蹈“无
水—寻水—引水”的噩梦？

“事实已经给出答案，固原地区的水问
题归根结底是生态问题。我们持之以恒的
生态文明建设，有效保护和涵养了这股清
流。未来也只有尊重和维护好六盘山地区
的生态环境，才能保障水利开发项目为固
原地区社会永续发展服务。”固原市水务局
一位负责人说。

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

每天喝好水，百万人得偿所愿
本报记者 裴云云

本报讯（记者 杨娟）9月 16日至 19日，第 19届中国-东
盟国家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市举办。宁夏组织“六新六特六
优”产业代表企业参展，抢抓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新机遇，加大与RCEP成员国的贸易往来。

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RCEP新机遇，共建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 3.0版”。自今年 1月 1日RCEP实施生效以来，宁夏
对东盟进出口 16.4亿元，东盟为宁夏前三贸易伙伴，在RCEP
国家中，东盟为宁夏第二大贸易伙伴，RCEP政策效应逐渐显
现，宁夏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正在呈现出新的景象。

此次东博会上，宁夏代表团设特装展台，开展“宁夏优品
南宁行”活动，聚焦我区“科技创新高地”“现代产业基地”“绿
色生态宝地”“投资消费旺地”“改革开放热土”五大主题，深
入挖掘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五市特色，组织宁夏泰
和新材料、宁夏中环、宁夏新澳羊绒、石嘴山九天智能、宁夏
天净隆鼎碳化硅、宁夏沃福百瑞、西鸽酒庄等 17家企业参展，
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宁夏“六新六特六优”产业和特点。

“我们通过外贸外资政策宣传、产品展示，在巩固与
RCEP成员国贸易往来成果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宁夏与东盟
国家经贸往来。目前，宁夏与东盟各国出口额较大的商品为
金属锰、锂镍钴锰氧化物、硅铁、抗菌素、双氰胺等，进口额较
大的商品为机床、铁矿石、硅料、天然橡胶，其中部分商品在
本次东博会中展示。”宁夏代表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区借东博会抢抓RCEP新机遇

本报讯（记者 王婧雅）记者 9月 16日从自治区应急管
理厅获悉，为确保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圆满
收官，该厅聚焦重点、多措并举，强化动态清零，全面整治钢
铁、铝加工（深井铸造）、粉尘涉爆等重点行业领域存在的问
题隐患。目前，经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核查，3家钢铁企业、5家
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116家粉尘涉爆企业（含 3家 10人以
上涉粉作业企业）已完成清零销号任务。

为及时掌握活动进展，解决堵点、难点，全区各级应急部
门严格落实“周汇总”“月调度”“季通报”制度，确保每一条隐
患、每一个问题销号闭环。同时，采取县级摸底、市级确定、
省级复核方式，按照不漏一企、不落一设备的原则，逐企业、
逐车间、逐设备进行摸底登记建档，并依托“互联网+执法”系
统建立监管台账，坚持底数清楚、问题明确，确保清零行动高
质量推进。

“在整治中，我们还强调精准执法力度，对照重点执法检
查事项逐企逐项过关，逐企建立执法检查台账，切实做到企
业应录尽录、聚焦重点事项、全部线上执法、提升执法效能，
坚决纠正执法不精准、不严格、不规范的问题。截至目前，已
对自查自改不认真、整改落实不彻底的 9家企业、3家企业主
要负责人实施了行政处罚，处罚合计 66.8万元。”自治区应急
管理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厅将继续利用“全区安全
生产百日专项整治行动”、专项督查检查、“一竿子插到底”明
察暗访的有利时机，积极将“百日清零行动”落实情况纳入督
查事项，列入年度对地市安全生产考核细则，坚持压紧压实
责任，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

宁夏扎实推进“百日清零行动”
124家工贸企业已完成清零销号任务

本报讯（记者 丁建峰）9月 18日，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
信息化厅了解到，从即日起至 9月底，我区组织开展中小企业
数字化服务节活动，引导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本次活动以‘数字赋能，创新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
加大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服务支持力度，引导中小企业积
极参与，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将聚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痛点、难
点，提供个性化、低成本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并组织数字化转
型服务商、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机构，主动对接企业，帮助企业
解决需求和困难；同时，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根据企业
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训等举措，推
进数字化入企服务，力求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优质解
决方案，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据介绍，活动期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还将在168平台
设置活动专区，筛选优质数字化产品及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集中
展示。同时，发挥服务补贴券的引导作用，针对活动期间的数字
化转型服务集中申领一批、兑现一批，降低企业支出成本。

我区数字化服务为中小企业降本增效

本报讯（记者 张瑛）9月 16日，宁波企业与宁夏农垦集
团在沙湖假日酒店举行了合作事项签约仪式，将在小龙虾产
业、供应链合作、文旅产业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双
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宁波市商贸集团与宁夏农垦集团签订的《前进农场小龙
虾养殖项目协议》提出，双方共同利用自身资源开展小龙虾养
殖产业，前期由农垦集团利用自身水域资源优势进行龙虾试
养，由宁波市商贸集团提供养殖技术支撑，协助农垦集团进行
龙虾养殖的各项工作。同时，双方合资成立供应链公司，在葡
萄酒、乳制品、枸杞、水产、水果和商品流通供应管理等各自优
势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建设宁夏水产品批发市场。

会上，宁波宁福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合旅建筑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与宁夏沙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还签署了《沙
湖秘境桃花源野奢度假酒店合作协议》。三方将合资共同打
造沙湖秘境桃花源野奢度假酒店项目，吸引中高端度假人群
消费，延长旅游消费时间，进一步提升沙湖旅游消费水平。

宁夏农垦“牵手”宁波企业
涉及小龙虾养殖和文旅产业等合作

近日，由 86位来自宁夏大学支教协会的
暑期支教志愿者，完成了在固原市原州区 6
个支教点开展的 20天暑期支教工作。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志愿者给当地学生讲授
知识，还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和特色招牌支教
项目，收获学生和家长的满满好评。据悉，
该协会已成功举办了9期支教活动。

“用一代青春感染另一代青春，这大抵
是双向奔赴。”正如参与此次活动的志愿者
马秀所言，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寒暑假时间，
到贫困山区支教，对于受教学生和支教者本
身而言，都是大有裨益的。一方面，对于孩
子来说，这群充满激情与学识的大学生所带

来的知识体验和冲击，本身就能激发起对知
识的渴求和未来的憧憬，进一步而言，这些
年轻学生所带来的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
方法，也能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教育
事业增添活力。另一方面，对于支教者而
言，到基层一线体验生活，不仅能锻炼自己
的能力、意志，更拥有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

由此，对于大学生假期支教，我们必须
给予鼓励与点赞。也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
志愿者们一年一年、一批一批，深入山区支
教、关爱留守儿童，会有更多的人收获青春
梦想、点亮青春之花。

以青春之光点亮乡村教育
宫炜炜

没有教学经验的在校学生当老师，学生
会满意吗？家长会同意吗？出发前，宁夏大
学 86名参与暑期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心里
忐忑不安。

7月 10日，志愿者们奔赴固原市原州区
头营镇马庄小学、杨郎村、蒋河村、南塬村、
马店村、彭堡镇吴磨村共 6个支教点开展支
教活动，服务学生550人。

7月 30日，支教结束当天，这群支教老师
和孩子们哭得稀里哗啦。一位学生家长说：

“看得出，孩子们对这些老师的感情很深。”
进入新学期，86名大学生志愿者们回忆

起这次支教活动，觉得弥足珍贵。

（一）醋厂变宿舍

大巴车到蒋河村村委会已是下午。本
来只在村委会安排了一个房间，可看到下车
的支教老师中还有女生，村干部决定给他们
换个更好更宽敞的住处。

“高档住所”与村委会步行只需 10分钟，
远远就能看到门口立着两个大缸，走近一
看，居然是个醋厂。条件相对较好的办公室
被改造成了临时女生宿舍。

把从村党支部搬来的床小心翼翼地支起
来，三四张单人床再拼成一张大床。组合而成
的大床有的地方高低不平，他们就垫上木板、
砖块，打造出一个需要居住20天的小“家”。

（二）外面下着雨，里面在授课

整理好行李，南塬村支教小组全体支教
老师集体喊饿。

本打算好好做一顿正经的饭，可组长刘
璇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没有案板、没有菜
刀、没有米。仅有的食材是前一天支教队采

购员提前订购的一些散装挂面，支教老师们
全都焦虑了。

在村里一位姑娘的帮助下，支教老师
做成了第一顿饭。因为锅小人多，第一锅
面，每位支教老师只能吃一口。刘璇说，对
于当时的支教学生来说，这是最香的一口
汤面。

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支教老师开设世
界地理、人文地理、人与自然、诗歌鉴赏、心
理健康、音乐、舞蹈、体育等各类特色课程。
同时开展“多彩手工小课堂”“趣味科学小实
验”“我是朗诵小能手”等特色招牌支教
项目。

没有想到，第一天开课，下起了瓢泼大
雨。“孩子们是不是来不了了，我们应该提前
通知他们别来上课了。”看着外面的雨，站在
教室里的支教老师心里矛盾起来。随着上
课时间临近，一名名学生陆续跑向教室的身
影逐渐清晰。

“看到冒雨赶来上课的学生，心里特别
感动。”刘璇说。

（三）“能不能再加一个？”

罗祥走进杨郎村一户村民家时，天还阴
沉着。介绍完夏令营的课程，看到孩子也喜
欢得不得了，家长当即表示让家中的小女孩
参加。

填写完报名表，罗祥等人准备离开去下

一家。谁知小女孩的母亲突然问道：“还有
个孩子，能不能跟着一起去啊？”

顺着母亲走向的房屋望去，一个拄着双
拐的男孩怯生生地望着罗祥等人。

“孩子的姐姐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照顾弟
弟，不给你们添麻烦。”孩子的母亲眼神充满
期盼。罗祥没有多想，直接答应了下来。母
亲扭头对男孩说：“看到了吗？明天你也可

以去上学了。”
第二天，男孩坐在了教室里。罗祥后来

才知道，由于身体原因，男孩已经很久没有
和其他孩子一起坐在教室里了。

宁夏大学支教协会是由宁夏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团委直接指导的公益性学生组织，
成立于 2011 年，已成功举办了 9 期支教
活动。

86名支教大学生的第一次
本报记者 乔素华

2020年 5月 2日，《宁夏日报》头版头条
刊文，揭秘这一民生工程安全运行密码。

2016年6月10日，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工程如期实现试通水。
（图片由宁夏水投集团六盘山水务有限公司提供）

“这事还得找老乔解决，我们去了只会
吵。”近日，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朝阳
村蔡某某家的地头上，传来了爽朗的笑声，
蔡某某等 4人都夸专职人民调解员乔文生办
事公道。

蔡某某等 4人黄花菜地连种在一起。不
久前，4人发现自家种的黄花菜花蕊枯萎，却
找不到原因，遂求助乔文生。乔文生现场查
看后，并没有急于下结论，带着枯萎的黄花
菜来到了农资公司，鉴定出枯萎是因某种农
药刺激导致。后经了解，黄花菜地旁边的某
农业种植基地近期给农作物进行过施药作
业，初步判定是种植基地在施药过程中，由
于刮风，不慎将药喷到了相邻的黄花菜地，
致使黄花菜枯萎。

原因找到了，如何赔偿呢？乔文生积极

联系社区民警、网格员在现场进行联调联
动。经调解，蔡某某等 4人的损失得到赔偿，
纠纷得以化解。

“有时候单纯靠法律不能解决的矛盾，
靠人民调解反而能更顺利地实现事了人
和。调解绝不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去和稀泥，而是要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
基础上，再依法、依理、依情去进行调解。”乔
文生说。担任专职人民调解员 15年，乔文生
已调解纠纷600余件。

近年来，红寺堡区持续推进人民调解

“四张网”建设，辖区 5个乡镇、1个街道办、
64 个行政村、7 个社区实现人民调解组织
全覆盖。同时，建立常态化长效培训机制，
着力提升专职人民调解员业务能力和素
质，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专职人
民调解员发放生活报酬，全面落实自治区
司法厅和红寺堡区两级财政“以案定补”专
项资金。

如今，372名像老乔一样的专职和兼职
人民调解员活跃在红寺堡区基层调解一线。

“为方便服务群众，调解员不仅在镇矛

调中心‘坐诊’处理矛盾纠纷，而且更注重
‘出诊’，特别是为行动不便的当事人的疑难
复杂纠纷等提供上门服务，实现了矛盾纠纷
发生在哪里、调解员就奔赴哪里，为维护基
层社会和谐稳定筑牢了第一道防线。”红寺
堡区司法局局长杨国文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红寺堡区共排查矛
盾纠纷 13145 件，化解成功 13090 件，成功
率达 99.6%，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消除在萌芽，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

红寺堡372名“老乔”田间地头化纠纷促和谐
本报记者 马 忠 实习生 武治瑾

秋色渐浓，晨练的市民行走在公园的健身步道上。
本报记者 马楠 摄

新闻故事里的那些“高光”时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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