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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存之本、文明之源。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 提 高 水 资 源 节 约 集 约 利 用 水
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战略高度，就治水事业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了根
本遵循。

今年3月22日至28日是第三十
八届“中国水周”，主题为“推动水利
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水安全”。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我国各地不断
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书
写兴水利民新篇章。

跨流域跨区域调水
缓解水资源分布不均

春分刚过，在海拔近2000米的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大岔
村，33岁的村民李荣植一大早来到田
边，刷卡取水后，滴灌设施便将水输
入土地。

“小时候吃水全靠水窖，夏集雨
水、冬藏冰雪。如今，不仅吃水有了
保障，连流转的1400多亩土地都能

‘喝’饱水了！”李荣植感叹。2024年，
当地引洮供水工程配套工程建成投
用，他流转的山旱地变身水浇田，马
铃薯亩产从不到2000斤增至近6000
斤。

在以定西市为代表的陇中地区，
十年九旱，曾经“苦瘠甲天下”。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
肃考察期间，专程来到渭源县引洮供
水工程工地，实地考察工程建设情
况，并叮嘱“民生为上、治水为要，要
尊重科学、审慎决策、精心施工”。

当时，一期工程总干渠18座隧洞
已贯通17座，而7号隧洞遇到罕见地
质难题，绕洞法、顶管法等七八种方
法都行不通。

“总书记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指
示水利部派出专家给予帮助。在
工程最艰难的时刻，总书记的关心
给了我们莫大鼓励！在专家组的
帮助下，7号隧洞实施了冻结法，突
破了难题。”现已退休的原甘肃省
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李建
雄回忆。

2014年12月，引洮供水一期工
程建成；2021 年 9 月，二期工程建
成。目前，引洮供水工程已惠及甘肃
5市14区县近600万群众，占甘肃全
省人口近四分之一，累计引水达
11.15亿立方米。

“总书记 2024年 9月在甘肃考
察时要求加强维护和管理，让这项工
程在沿线群众生产生活中发挥更大
效用。我们牢记嘱托，奋力前行。目
前甘肃已在天水、定西市的多个引洮
供水工程受益区建设多个中型灌区，
以全面提升引洮供水工程综合效
益。”甘肃省水利厅副厅长曾有孝说。

数字孪生技术持续提升引洮供

水工程精准调度水平；陇西县引洮
水资源高效利用及调蓄水池工程
等一批后续项目加快建设；引洮供
水工程已累计向河道输送生态水
超过 3.7 亿立方米……多措并举、
多方发力，引洮供水工程正更好地
惠泽陇原。

【新闻深一度】在我国，水资源分

布极不均衡。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

工程累计调水超过788亿立方米，引

江济淮、引汉济渭、珠江三角洲水资

源配置等工程建成通水……党的十

八大以来，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

引调水工程加快建设、发挥效益。当

前，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环北部

湾水资源配置等工程正加快实施，建

成后将进一步缓解水资源分布不均、

增进民生福祉。

城乡同网同质
确保水质安全

记者走进贵州省思南县许家坝
镇兴隆场村，可以看到每家门口都有
个蓝色水表箱，上面张贴着供水保障
明白卡，水质、水量及管水员联系方
式等信息一应俱全。

“以前我们农村喝水是‘一黄一
白’，一缸水半缸‘泥巴’，一壶水半杯

‘盐巴’。现在好了，水龙头一打开，
一股水出来，清亮干净。”村民胡海波
说起水满脸笑容。

地处我国西南的贵州山清水秀，
但受喀斯特地貌影响，不少地方都是

“漏斗”，存不住水，可用的人饮水源
很有限，水质也不安全。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
指出：“对饮水安全有保障，西北地区
重点解决有水喝的问题，西南地区重
点解决储水供水和水质达标问题。”

“我们牢记总书记重要要求，扎
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利扶贫
工程，到2020年底基本建成全县城
乡供水一体化的‘大水网’。”思南县
水务局党组成员田浩说，“近年来我
们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提升水质保
障水平，全县建立6个智慧水务调度
中心，对供水质量等进行全方位实时
监测。”

记者在第一智慧水务调度中心
看到，一块弧形LED大屏上动态显示
着水厂进厂水、出厂水的酸碱度、浊
度等指标。

水务部门还开展“从源头到龙
头”的全环节把控。2024年，思南县
实现84个集中式水源保护全覆盖；还
利用无人机对水源保护区进行实时
监测。

【新闻深一度】城乡供水同源、

同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承载

着广大乡村的民生期盼。持续推

进的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

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等，正

不断提升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高效用水百业兴
点滴节水能生金

“以前种葡萄20天浇一次水，一
年浇十一二次用水900方；现在10天
浇一次，一年浇十八次用水700方，9
亩地一年能省500块水费哩！”春暖
花开，新疆吐鲁番鄯善县果农阿不力
孜·阿不都热衣木说。

“更关键的是，节水的同时实现
了科学灌溉，葡萄的光泽、弹性都提
高了，卖相更好了，商品果率一下上
来了。”站在葡萄架下，种了大半辈子
葡萄的阿不力孜感慨。

有“火洲”之称的吐鲁番，是天山脚
下著名的“瓜果之乡”，因降雨稀少、蒸
发强烈，是典型的资源性缺水地区。吐
鲁番198万亩农业灌溉面积，63万亩的
葡萄用水量占到51%，传统生产方式
下，当地水资源短缺问题更加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节水，拧紧
水龙头的事，是个等不得、拖不了的
当务之急。

做可研报告、研究技术方案、招标
引进设备企业、制定管护运行办法……
经过缜密筹划，2023年6月，吐鲁番
葡萄高效节水工程正式启动。

“因传统漫灌观念强、有效施工
周期短，我们挨家挨户宣传讲解。”吐
鲁番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孜拉吾东·加
拉力丁说，截至目前，他们进行节水
运行管理宣传培训1250余场次，累
计13.6万人次参与。

工程建设推进的同时，吐鲁番陆
续出台《吐鲁番市葡萄高效节水工程
设施建后管护暂行办法》等，聘请水
管员专职负责工程运行维护，确保长
效运转、管护到位。

阿不力孜家的灌溉水管属于去
年4月投用的工程一期项目。眼下，
这个工程的第二期项目地面微喷带
铺设正在进行，“预计今年9月底整个
工程完工投用。到时一年可节水1.5
亿立方米，如果都用在工业领域，产
值能达到400多亿元。”孜拉吾东说。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新疆
于2023年成立自治区党委水资源管
理委员会，从全区层面统一管理、统
筹分配利用水资源。

高效用水百业兴。随着更多水
资源的节约转化，新疆煤化工、新材
料等重点行业发展迅速。就在煤炭
资源丰富的吐鲁番，一座大型煤化工
项目即将投入建设，其每年3000万
立方米供水指标正是源于葡萄高效
节水的结余。

【新闻深一度】河北拓展商业新

模式，推动合同节水管理创新发展；

黑龙江双鸭山打造矿井水减排行动

的示范样板；安徽淮北深化再生水利

用配置改革，再造“第二水源”……因

地制宜、因势利导，结合自身发展实

际，各地各领域正大力提升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大力推动节水型社

会建设。据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兴 水 利 民 谱 新 篇
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缅怀先人、寄托哀
思的传统节日，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倡导
文明新风、推进移风易俗，积极营造安全、
文明、绿色、节俭的祭祀氛围，清明节期间，
我们向全县人民发出如下倡议：

一、倡导文明祭祀弘扬时代新风
优化祭祀流程，提倡鲜花祭祀、网络祭

祀、家庭追思等文明低碳祭祀方式，将中华
民族慎终追远的情感融入现代文明的表达
方式。自觉抵制封建迷信祭祀用品，不在
公共场所焚烧纸钱、抛撒祭品，让祭祀回归
缅怀本质，共同维护优美整洁的城乡环境。

二、倡导安全祭祀共度平安清明
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和消防安全规定，

不在山头、林地、墓地烧纸焚香燃放鞭炮，
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用绿色行动守护绿水
青山。自觉遵守交通秩序，文明出行，确保
祭扫活动安全、顺畅、有序。

三、倡导节俭祭祀传承传统美德
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树立厚养薄葬的新观念。提倡老人在世时
多尽孝道，老人逝去后从俭办丧，不搞攀
比、不讲排场、不摆阔气。鼓励选择海葬、
树葬、花葬、草坪葬等生态葬法，禁止随意
土葬方式，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四、党员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践行

文明祭祀，带头弘扬时代新风，以实际行动
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积极参与文明祭祀
宣传引导工作，及时劝阻不文明祭祀行为，
模范带头做文明祭祀的倡导者、传播者、实
践者，用实际行动引领身边群众参与文明
祭祀志愿服务活动，形成殡葬改革良好局
面，共建和谐文明新家园。

五、人人监督共创文明
人人都是文明的守护者，互相监督身

边的不文明行为，若发现搞封建迷信活动
等不文明行为情况，可拨打监督举报电话：
0418-8823415，或者向当地乡镇政府举
报。

广大居民朋友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从
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争做
文明祭祀的践行者、移风易俗的推进者、安
全秩序的维护者，用文明祭祀的实际行动，
为建设美丽蒙古贞贡献力量！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5年3月24日

清明节文明祭祀倡议书

（上接一版）
郝鹏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主题、注重实
效，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筑
稳筑牢作风建设思想根基，做到理论武
装再强化、政治能力再提升、党性修养再
锤炼，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动上明确
界限，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要真查
实改作风建设突出问题，聚焦反弹回潮
问题、隐形变异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和风腐交织问题，扎实开展集中
整治，一严到底纠治作风顽疾。要建立
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从制度层面找
到治本之策，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
的制度执行，从根本上铲除不正之风滋
生的土壤和条件。要融合融通作风建设
与中心工作，让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推
动振兴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过程，以好
作风推动高质量发展。

郝鹏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
履行领导责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认真
履行“一岗双责”，当好作风建设的引领
者、维护者、践行者。要带头转变工作作
风，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既政治过硬又
本领高强。要带头深入调查研究，轻车简
从、厉行节约，在深究细研中把问题找准、
把对策提实。要带头保持清正廉洁，自觉
抵制特权思想，注重品德修为，树立清正
家风，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省部级领导干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读书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