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勉县长沟河镇发动群
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房前屋后零
星地面上打造适宜自家的“庭院经
济”，让农户的“方寸地”“巴掌地”，释
放出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听说今年端午假期，该镇长沟河
村张瑞华改造自家院子建成的农家
乐——“三娃的院子”共接待了 200
多名游客，让众多乡亲连连称赞，笔
者日前慕名走进“三娃的院子”，时近
夜晚，黄色的灯光让整个小院显得格
外治愈，小狗从白色砾石铺设的地面
上轻快跑过，两只猫咪正惬意地在院
墙上伸着懒腰，院墙旁绿植高低错落
有致，仿古油纸伞下几名游客正围坐
在竹编的桌子旁，吃着热腾腾的农家
菜地锅鸡……再往里走，房后绿汪汪
的溪水里，鱼儿三五成群追逐嬉戏。
坐在后山的凉亭下，清风拂过，幽香
缕缕，仿佛置身桃源。

此刻，张瑞华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客
人在厨房忙碌着，烹煮天麻鸡、土鸡蛋、
腊肉等美食。张瑞华家的天麻鸡产业
这几年一直发展得很好，每年出栏逾万

只，土鸡蛋销量达 80吨。偶尔也会有
游客上门，来品尝现杀现做的天麻鸡。
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搞得好，前
来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张瑞华便和
家人商量，把自家庭院精心改造装饰一
番，新增加围炉煮茶、烧烤、地锅鸡、泡
姜鸡、铁板烧等项目，满足更多游客需
求，农家乐生意越来越好。

她说：“我家的庭院成了游客们
镜头中的美景，最近有很多人来我
们院里拍照打卡，不仅生意越来越
好，也让大家玩得更开心。”

在该镇庙坪村，谭保成在自家
屋后检查蜂箱，他乐呵呵地对笔者
说 ，“ 今 年 养 了 100 来 箱 中 蜂 、2 头
猪、20多只鸡，种了 5亩玉米、2亩土
豆、1架木耳、10余棵樱桃树、李树和
猕猴桃，还在屋后挖了个鱼塘，养了
几十条草鱼，光这些今年预计都能
收入 6万多元哩。”

谭保成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妻
子儿子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发展了 5
亩天麻，平时在村内打一点零工。今
年，谭保成又在镇村干部的指导帮扶

下，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发
展起了庭院经济。现如今房前屋后，
充满着浓郁的田园风光。石磨盘铺
就的小路干净整洁，果树生机盎然，鸡
笼摆放整齐，鱼塘里鱼儿畅游，蜂箱旁
勤劳的蜜蜂忙碌着飞进飞出，地里玉
米土豆长势正好……原本普通的“农
家院”现如今变成“增收园”，谭保成家
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

如今，长沟河镇把发展庭院经
济作为强村富民的突破口，积极盘
活农户房前屋后及院落闲散空间资
源，通过党建引领、示范带头、以点
带面大力发展不同类型、多种模式
的庭院经济。通过宣传政策、统一
规划以及发放树苗鸡苗蜂群等实物
奖补，充分调动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的积极性。今年，该镇按照“统筹规
划、分步打造、一户一策”的原则，以

“一鸡一木一果一蔬+X”模式，综合
谋划培育了一批栽种果蔬苗木、养殖
土鸡中蜂、美化庭院环境的庭院经济
示范户，并由政府给予技术指导和实
物奖补。目前，位于该镇转咀子村柏
家院子的首批 18户庭院经济示范户
已呈现出“地面有菜、树上有果、空中
有景”的立体式庭院经济雏形。

庭院虽小，“钱”景无限。该镇
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准确挖掘自身资源优势，以
庭院为载体，以家庭为阵地，鼓励和
引导群众发展庭院经济，将方寸之
地变成创收之处，全面激活了乡村
振兴的“一池春水”。

峰峦如聚，苍翠欲滴，滔滔江水
穿秦岭。

7 月 16 日 ，国 家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引汉济渭工程实现先期通水。
从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引来的江水，
穿过近百公里的秦岭输水隧洞后，
最终将补给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从
而实现长江和黄河在关中大地成功

“握手”。
凿秦岭，打隧洞，鏖战 10 余载。

一泓清水背后，是润泽关中、解渴陕
北、带动陕南的世纪工程；是人类首
次从底部横穿秦岭、施工难度世界罕
见的超级工程；亦是为鱼儿“修道”、
为动物“让路”的生态工程。

缓解关中“水荒”的世纪工程

16 日上午，秦岭脚下西安市周
至县，随着引汉济渭黄池沟分水池的
进水闸门缓缓开启，源自汉江的清澈
水流，在秦岭输水隧洞里经过 12 个
小时的漫长旅程后，进入黑河金盆水
库西安供水管线，实现引汉济渭工程
向西安先期供水。

“引汉济渭是陕西有史以来最
大的水利工程，润泽关中、解渴陕北、
带动陕南，意义深远。”陕西省水利厅
厅长郑维国难掩激动之情。

世纪工程折射着一个西北大省的
水资源困境：陕西省多年平均水资源
总量为全国总量的1.48%，全省人均水
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并
且全省 71%的水资源集中分布在陕南
地区，而土地面积、人口、经济总量分
别占全省 65%、77%和 90%的关中和陕
北地区，水资源量仅占全省的29%。

曾遭遇过“水荒”的西安市民感

受更为深切。“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有时一停水就是好几天，水压也不
够，半夜起来排队接水的场景历历在
目。”70岁的西安市民郭宏说。

为破解陕西水资源总量长期不

足且时空分布不均的难题，陕西也曾

多次实施水利工程，但缺水问题始终

未得到根本解决。为改变这一状况，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复，2011 年底，引

汉济渭工程正式开工。

引汉济渭工程由调水工程（一

期工程）和输配水工程（二期工程和

三 期 工 程）组 成 ，总 投 资 约 516 亿

元。受水区域总面积 1.4 万平方公

里，受益人口 1411 万人，新增 500 万

人口规模的城市用水。

据介绍，工程全部建成投用后，

将解决西安、咸阳、渭南、杨凌等关中

地区城市的生活与工业用水需求，有

效改变关中超采地下水、挤占生态水

的状况。同时，可增加渭河入黄河水

量年均 6 亿至 7 亿立方米，通过水权

置换为陕北国家能源化工基地从黄

河干流取水提供用水指标，对构建国

家水网格局、改善渭河水生态环境、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穿越秦岭山脉的超级工程

超高温地热、岩爆、涌水……参

与施工 10 余年，中铁十八局引汉济
渭项目部经理宋伟几乎遇到过隧洞
施工的所有难题。

秦岭输水隧洞全长 98.3公里，是

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底部横穿秦岭，隧

洞最大埋深离地面 2012 米，施工难

度世界罕见。

新华社记者曾在冬季跟随施工

团队，在黑暗中抵达埋深 1840 米的

施工现场。彼时，秦岭腹地的气温已

降至零下 10 余摄氏度，但隧洞内的

温度高达 40 摄氏度，湿度超过 90%，

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蒸笼”，感觉浑

身都被热气包裹着。工人们全部光

着膀子干活，现场汗水、火花、泥浆交

织，一片火热景象。

越是艰苦，越要迎难而上。

同样参与施工 10 余年，中铁十

七局引汉济渭黄池沟配水枢纽项目

党工委书记陈昌林说，秦岭隧洞施工

区域多是硬度大的石英砂岩，特别费

钻头，一般的施工项目一个钻头可以

钻两三米，在这里钻两三米需要六七

个钻头。

费钻头，也费刀头。负责给掘

进机更换刀头的工人李超说：“一个

刀盘有 52 把刀，一把刀 400 斤重，遇

到异常坚硬的岩石时，最快一天刀刃

就磨平了。”

频繁的岩爆带来的风险更大。

统计数据显示，在岩爆高发区域，掘
进机平均每掘进 1 米就会遭遇一次
岩爆，高峰时每天岩爆次数多达 286
次。施工人员说，岩爆时碎石像子弹
一样射出几十米，让人防不胜防。为
了 安 全 ，一 线 工 人 甚 至 要“ 全 副 武
装”，穿上防弹衣、戴上钢盔。

另一项难题是长距离运输。“施

工工人进入工作面要先坐汽车，再转

有轨机车，单程 16 公里的路程，却需

要 4 个多小时，这意味着一次上下班

8 个小时就没了。”宋伟介绍，一年需

要进出 240 次左右，10 余年下来，进

出隧洞的距离近 8 万公里，相当于绕

地球赤道两圈。

开展科技攻关项目 130 多项，获

得专利授权 72 项、发明专利 7 项，荣

获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超级工

程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留

下了建设者攻坚克难的汗水，也蕴含

着诸多技术创新。

10 余年间，一批又一批秦岭深

处引水人，怀揣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执着，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刚到项目时，陈昌林还是一头

乌黑的浓发；如今，59 岁的他皮肤黝

黑、鬓角早已冒出一茬茬白发。自到

项目后，陈昌林的春节几乎都在工地

上度过。通水当天，看着倾泻而出的

江水，他颇为感慨：“就像看着一个孩

子逐渐长大一般，欣慰、激动，一切都
值得！”

坚守绿色底线的生态工程

“ 朱 鹮 之 乡 ”陕 西 省 汉 中 市 洋
县，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
一条全长 1908 米的“生态鱼道”，已
然成为汉江鱼儿洄游的黄金通道。

为了减少水利工程对鱼类的影

响，在黄金峡水利枢纽设计之初，设

计人员就考虑到鱼类洄游产卵的需

求。“鱼道中设有 41 个‘休息室’，鱼

儿能在这里歇口气，再‘回家’繁衍。”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黄金峡分公司经理张鹏利说。

修建“水路”，不忘为野生动物

“让路”。

秦岭和合南北，是我国的“中央

水塔”。引汉济渭工程洞穿秦岭，横

跨多个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区

域内生物资源丰富，施工过程生态保

护任务艰巨。

“为了尽可能避开动物的活动

范围，设计团队对线路进行了不少改

线和优化。例如，岭南段最早采用的

是 1500 米深的竖井方案，后改为采

用长达 5800 米的斜井方案，虽然投

资大幅增加，但对野生动物的影响降

到了最低。”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引汉济渭输水隧洞总设
计师李凌志说。

记者了解到，秦岭近百公里的输
水线路，是当年专家组从调研考察的
近 10条线路中遴选出来的，规划设计
时秦岭生态保护一直被放在首位。

“引汉济渭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严
格遵守秦岭保护条例，实行秦岭准入
许可制度，尽可能减少工程建设对环
境的影响，在环保方面投入数亿元，引
入了无人机监测环保施工等举措，当
好秦岭生态卫士。”陕西省引汉济渭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董鹏介绍。

废水处理也异常严格。在位于
黑河上游的秦岭输水隧洞 6 号、7 号
支洞废水处理站，留养的几十尾金鱼
有着特殊的功用。

“这些金鱼不是用来观赏的，而
是‘水质生物检测员’，如果金鱼可以
在处理过的水中长期存活，这些废水
才能被排放。”董鹏介绍，为了解决隧
洞施工排水可能带来的污染问题，工
程建设中还引进了专业化的环境管
理运营公司，负责施工排水净化工
作，每一个秦岭输水隧洞支洞的出
口，都建设有废水处理站。

秦岭深处，汉中市佛坪县大河
坝镇沙坪村，盛夏时节，废弃渣场覆
土后建成的耕地绿油油一片。原来
沟沟坎坎的河沟地，如今也已变成连
片平整的高标准农田。

站在村中远望，青山如黛，白云
悠悠，汩汩清流正不断润泽秦川。

（新华社西安7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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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县长沟河镇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强村富民的突破口——

方寸小庭院 增收致富园
本报通讯员 田慧

“洞穿”秦岭调水 长江黄河“握手”
——写在引汉济渭工程通水之际

新华社记者 张京品 张斌 邵瑞

○新华全媒头条

7月 13日上午，镇巴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医护人员到镇巴县康养中心，为老人进行三伏贴贴敷。图为针灸科护士长为中心老人逐个进行贴敷。 魏剑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弋戈 通讯员
曹彦强）7月 15日上午，陕西省第八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延安
市全民健身运动中心拉开序幕。

开 幕 式 现 场 ，来 自 全 省 各 地
市、部分高校的运动员欢聚一堂，
共襄这场民族体育盛会。上午 10
时许，伴随明快的乐曲，我市代表
团 迈 着 矫 健 的 步 伐 ，挥 手 走 进 现
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同
时，我市 30余名多个民族的演员们
身着本民族盛装，踏着铿锵节奏，
以《啦花尔布》表演集中展现了汉
中“绿色循环·汉风古韵”的独特城
市 魅 力 ，尤 其 是 极 富 民 族 特 色 的

“推杆”表演向全省人民发出“汉中
欢迎您”的诚挚邀请。

此次运动会上，我市共派出 31名
运动健儿，分别参加花样跳绳、蹴球、
板鞋竞速、武术、押加 5个项目角逐。
运动员由汉族、回族、藏族、满族、彝
族、瑶族、蒙古族、土家族、苗族、壮族

等多个民族组成，他们将在赛场上奋
力争金夺银，展现汉中风采。

据了解，陕西省少数民族传统
体 育 运 动 会 是 陕 西 高 规 格 、大 规
模、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也是促
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重要活动。自 1994年以来，
我省每 4 年举办一届，已成功举办
了 7 届。该运动会已成为展示我省
民族体育文化的大舞台，真正成为

“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
会”，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民族体育人
才，传承了一批民族传统技艺，促进
了各民族交往交流。本届运动会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
华民族大团结”为主题，比赛将持续
至 19日，共设置武术、摔跤、花样跳
绳、蹴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押加
7 个大项和一个表演项目的比赛。
来自全省 11 个市以及西安交通大
学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等 10 所 高 校 的
956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

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在延安开幕
我市31名运动健儿参与5个项目角逐

本报讯（记者 朱媛媛 见习记
者 高思懿）7 月 17 日，我市召开全
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推进会，市委
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利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市长郑雪梅主持会议。

会 议 强 调 ，各 级 各 部 门 要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切 实 增 强 做 好 新 时
代 科 普 工 作 的 责 任 感 使 命 感 。
要 紧 盯 目 标 、把 握 重 点 ，不 断 补
齐 科 学 普 及 和 科 学 素 质 建 设 短
板 。 要 夯 实 责 任 、强 化 落 实 ，切
实 保 障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有 效
推 进 。 全 市 各 级 各 部 门 要 深 入
学 习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科 技 创

新 的 重 要 论 述 ，加 快 推 进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提 升 ，加 快 全 市 科 普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会议要求，各县区、市级各有
关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工
作举措上再加力，协同配合上再加
强，共同为汉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通报了《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和《汉
中市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2021-2035 年）>实施方案》重
点工作推进情况，听取了五个部门
和两个县区交流发言。

本报讯（记者 赵颖飞）7月17日，
住建部督导检查组来汉督导检查
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召开工
作情况汇报会，市委常委、副市长
陈剑彬参加。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出台《汉中市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汉
中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办法》
等配套文件 ,坚持源头减量、资源回
收利用两头抓，不断完善生活垃圾
分类设施，持续提升分类收集、分

类 处 置 能 力 ，统 筹 推 进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工 作 。 截 至 目 前 ，我 市 升 级
改 造 投放点 407 个，升级改造比例
48.45%；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设
施覆盖小区 663个，覆盖率 94.71%。

督 导 检 查 组 对 我 市 该 项 工 作
的成效进行了肯定。并要求汉中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垃圾分类工作重要指示，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工作举措，抓
好问题整改，落实垃圾分类的责任
主体，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各项
工作。

我市召开 2023年全民
科学素质提升工作推进会

住建部督导检查我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