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大代表

风采录

舌尖上的“临颍制造”

系列之

温县篇

本报讯 （记者杨仕智 通讯

员张明） 滔滔黄河水沿着引黄干渠

滋润着万亩良田，风景秀丽的滨河公

园碧水荡漾，桥栏望柱，倒影参差，环

城水系与沿河绿化长廊相互融合、水

林一体……这是温县近年来以引水

补源、整治河道为主线，在水生态建

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温县， 作为典型的平原农业

县，农田灌溉、工业用水和城乡居

民生活用水却是全部依靠机井抽

取地下水。 全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只有

223

立方米，仅占全国平均水

平的十分之一。 近年来，随着全县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水资源短缺现象越来

越突出， 全县地下水总可采量为

0.89

亿立方米，而每年实际开采地

下水达

1.5

亿立方米 ， 每年超采

0.41~0.6

亿立方米。 由于长期超采

地下水， 导致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

0.51

米的速度下降，从而形成了全省

最严重的青峰岭地下水漏斗区，由此

带来了地下水漏斗区面积逐年扩大、

提水机具不断更新换代、机井越打越

深、 生活和工业用水越来越困难、土

地沙化面积不断增加等一系列社会

问题。尽快对温县地下水采取保护行

动，逐步实现地下水的采补平衡，改

善生态环境，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

势在必行的地步。

水是生命之源、 生产之要、生

态之基。 这些年，温县从不以牺牲

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为代价，

实现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

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

战略高度， 确立了加快水利事业的

改革与发展， 实现地下水的采补平

衡，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宜居县

的决策。 该县委托清华大学水利水

电工程系编制了集水、树、路为一体

的《生态水系总体规划》，规划整合

了全县水系资源， 以改善人居环境

为目标，力求体现生态宜居、地域文

化特色。 科学的规划，使温县水利

建设进入了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据悉， 该县先后投资

1.6

亿元

相继实施了引黄补源、蚰蜒河综合

整治、引沁补源等水利工程，开挖疏

浚整治河道和引水渠道

78

公里，利

用老蟒河、蚰蜒河、荣蚰河形成了环

城水系，建成了全长

4

公里、总面积

1500

亩的蚰蜒河滨河公园、荣蚰河

滨河公园，全县生态水系框架基本

成型。 经过不懈的努力，一个亲水

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正在一项项

水利工程建设中渐露新姿。

今年年初以来 ， 温县又投资

1.06

亿元，组织实施了蚰蜒河治理

工程、荣蚰河拓宽改造工程、老蟒

河下游疏浚整治工程、周村涝河清

淤工程、新蟒河城区段治理工程五

大生态水系建设工程。 新蟒河城区

段整治工程总投资

1964

万元 ，已

列入国家中小河流治理主要工程。

此项工程的建设实施，对于提高河

道的防洪能力、 加快生态温县建

设、提高城市品位、改善生态环境

等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温县已经累计引黄河及

沁河水近

1.8

亿立方米，已发展补

源面积

170

平方公里，以灌代补面

积达

15

万亩， 新增加河道灌溉面

积

4.5

万亩，年节约电能

370

万度

,

粮食增产

270

万公斤，为温县经济

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大大

缓解了温县南部、东北部、西北部

生产和生活用水紧张的矛盾，沿线

乡镇地下水得到了有效补充，生态

环境有了明显改观，农民灌溉成本

明显降低。 同时，形成了新老蟒河

沿岸滨河工业集聚区和蚰蜒河沿

岸现代农业示范区、 绿色生态园、

陈家沟太极拳文化旅游区等多个

滨河经济带，为全县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为“两不三新”三化协调发展提供水利支撑

温县打造亲水生态宜居美丽家园

本报讯 （记者杨仕智）

10

月

19

日，记者在温县采访时了

解到， 今年该县将解决

5

个乡

镇

13

个行政村

1.21

万人和

13

所学校

0.48

万名师生的饮水安

全问题。 至此，该县从

2005

年

12

月至今已完成

11

批

120

个

村

12.0884

万人的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

温县有

45.7

万人

,

其中农

村人口为

40.5

万人。 温县农村

饮水水源全部饮用浅层地下水

,

有

231

个村安装了集中式供水

设施

,

集中供水人口为

35.7

万

人

,

有

35.5

万人用上自来水

,

其

余的

31

个村庄为分散式供水

,

即一家、 数户或数十户打的小

井供水。 由于温县特殊的地质

结构和上游污水的入渗

,

全县浅

层地下水受到较严重污染。 同

时

,

温县多年来持续干旱少雨

,

农业、 工业过量超采地下水

,

形

成了青峰岭地下水漏斗区。 该

县一些地方水质经检验多为氟

超标、苦咸水和污染水。

2004

年

调查时发现， 全县不安全饮水

人口为

11.1176

万人，其中氟超

标水源饮用者

7.0091

万人 ，苦

咸水水源饮用者

4.1085

万人 。

这些饮水问题严重危害群众的

身心健康

,

导致群众医疗支出过

高、 生活质量降低

,

同时也影

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

稳定。

农村饮用水质量是人身安

全的组成部分

,

直接关系人民群

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身体健康

,

该县对此高度重视。 从

2005

年

12

月至

2011

年年底，先后完成

了

10

批

107

个村

10.3984

万人

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番田镇后杨垒村有

2450

口

人， 一个全村人用了

10

多年的水

井因长年淤积，抽不上水，村民只

能两天定时接一次自来水， 一到

夏季用水紧张时， 还得从村东头

跑到村西头挑水。为改变村民吃水

难这一现状，温县实施了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和村村通自来水工

程，建成了番田镇集中供水厂，

有效改善了该村饮水条件，群众

用上了安全卫生的放心水。

秋收过后， 记者在温县采访时看到，引

水补源、河道治理等水利建设项目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中。 随着这些工程的建成，一个

“水清、水丰、树绿、路畅”，景色秀丽的生态

新温县，绽放出迷人的风采。

为加快“生态温县“的建设步伐，提高城

市品位，

2010

年， 该县委托清华大学对本县

水系进行了综合规划，其思路是，将温县境

内

13

条全长

226.8

公里的河道建成生态水

利网络，水系建设与城市规划和温县发展相

互协调、密切结合，改善人居环境，推动温县

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具体措施是，以河

道治理、引水补源、水环境整治、城市防洪为

重点， 对境内老蟒河等

13

条河流进行综合

整治；利用引黄、引沁、南水北调、广利补水

渠等水源与各条河流相互连通、 互为补充，

搞好温县城区、陈家沟景区、温县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的引水工程， 建成以全县河道、灌

区相互连通、水源互济的补水网络；利用南

水北调穿黄工程的

3

个取土坑，改建形成温

县平原小水库引黄调蓄工程，形成面积

95.6

万平方米的生态湖，实现新城区“三纵三横”

的生态渠，水中有城、城中有水，打造城区亮

点，为新城区的补源、生态、灌溉提供可靠的

水源保障；利用国家即将实施的小浪底北岸

灌区和西霞院引水工程，对分配给温县的水

源指标综合利用、优化配置，利用济河、护城

河、老蟒河等河流补源灌溉，解决温县

30

万

亩农田的灌溉问题。 通过生态水系建设，打

造一个河道通畅、渠水清澈、风景秀美，地下

水源得到有效补充， 河渠水质得到改善，青

峰岭漏斗区发展得到遏制，“水清、 水丰、树

绿、路畅”，景色秀丽的新温县。

为推动本县“生态型亲水性城市”建设，

该县正在以引黄补源、引沁补源、广利灌区、

小浪底北岸灌区、西霞院灌区及南水北调引

水工程水源为龙头，强力打造彰显太极拳文

化内涵，具有独特历史人文景观的“生态型

亲水性城市水系”，河道治理、引水补源、水

环境整治、城市防洪等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据了解， 该县蟒河移民区段防洪工程、

老蟒河城镇段防洪工程、蟒河南水北调保护

工程、引黄调蓄和引沁调蓄工程等重点水利

项目，有的正在建设中，有的即将动工兴建。

引沁灌区是该县最大的灌溉补源工程，

设计有效灌溉面积

10

万亩。 该工程自

1977

年建成投运以来，为农业生产发展产生了较

大的经济效益。 但近些年来，由于沁河的来

水量减少，引沁灌区已经失去了自流引水条

件，沁河来水不均，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因

此，建设引沁调蓄工程势在必行。 该调蓄工

程项目是将沁河丰水期间的水引入留村坑

塘，规划调蓄坑塘面积

650

亩，调蓄平均水

深

3.5

米，总库容

136

万立方米。 该工程建

成后，对于回补地下水、改善人畜饮水、保障

陈家沟景区和城区的生态用水、发展现代农

业，都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

蟒河是该县境内最大的排涝行洪河道，

根据国家对中小河流治理的总体规划，温县蟒

河列入了治理项目。 目前，中段的蟒河城镇防

洪段治理工程正在施工中，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55%

。 上段的蟒河移民区保护段防洪工程，已

经完成了初步设计，计划投资

2900

万元。

温县引黄调蓄工程， 是列入河南省引黄

调蓄工程规划的水利项目工程之一， 该工程

主要利用南水北调穿黄工程形成的

3

个取土

坑， 通过改建形成面积

1434

亩的平原小水

库，调蓄平均水深

4.9

米，总库容

537

万立方

米。这个投资

1.3

亿元，以引黄补源灌溉为主，

集调蓄、 生态保护等多目标开发为一体的水

利工程正在建设中。该工程建成后，可发展补

源面积

68

平

方公里， 发展

以灌代补面积

5.5

万亩，年回

补 地 下 水

2300

万 立 方

米， 具有显著

的生态效益。

生态建设，温县在行动

本报记者 杨仕智

温县 12 万余人吃上安全水

温县环城水系之蚰蜒河滨河公园。 温 水 摄

温县引黄西渠。 温 水 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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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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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外

地名企名牌。

想明白了，还需做明白。

如何招引更多外地企业？做到

不仅“引得来”还能“留得住”、“做

得大”？ 这是很多县市在招商中面

临的共同难题，临颍在转变思路中

探索三个“多一点”：

“超前谋划多一点”。临颍要在

“转”中求强，就必须摒弃过去那种

“挖到篮里就是菜”的招商方式，让

项目特色更鲜明， 集群效应更突

出。 我们提出了“招商四不要”：不

是食品深加工的企业不要，不是名

企名牌的不要，不是行业百强的不

要，不是高科技含量的不要。

“真情服务多一点”。临颍要在

“转”中求新，就须下大力气改善软

硬件环境。省委书记在合影时都让

客商坐前排，自己站在后排“当后

盾”， 我们有啥理由不给客商搞好

服务？ 服务方式零距离、服务事项

零积压、服务质量零差错，成为临

颍干部的工作准则。

环境好了， 服务水平高了，项

目落地也创造出了“临颍速度”。 口

口相传，临颍在南方特别是在福建食

品企业的知名度打响了。 这两年凡

是闽商到河南考察，总会到临颍看一

看；泉州、晋江一带向内地转移的食

品企业，几乎最后都落脚临颍。

“创造条件多一点”。临颍要在

“转”中求效，就必须为产业发展提

供广阔的天地。我们在产业集聚区

高标准规划了

6

平方公里的休闲

食品产业园，专门用于承接休闲食

品名企名牌入驻。

安商、稳商，我们想企业所想，

急企业所急，创新举措解决企业在

招工、融资上的后顾之忧。 对外省

客商的就医、 子女入托入学等，我

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外省客商父母

过寿、子女成人礼，我们都会送上

一份薄礼；逢年过节，我们不忘登

门拜望慰问……

真情赢得了闽商的钟情。有人

把户口迁到了临颍，一些闽商的子

女就在临颍出生、上学。 闽商把临

颍真正当成了家，掀起了投资临颍

的新高潮：

雅客、 蜡笔小新等

17

家企业

相继落户临颍。 原来入驻的恒安、

亲亲、盼盼等食品名企业不断增资

扩产。 短短几年，临颍成为

7

个中

国驰名商标 、

20

多个河南省著名

商标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

如今，临颍已引进生产休闲食

品闽商企业

45

家， 全国休闲食品

前

10

名企业有

8

家在临颍投资建

厂。 经过多年努力，临颍食品产业

也培育出了自己的

3

个中国驰名

商标、

12

个河南省著名商标。

去年，临颍的食品产业年产值

首超百亿元。 一个以食品为主导，

包括粮食加工、包装印刷、仓储物

流等上下游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

集群正在不断壮大，成为县域经济

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食品产业集群的发展扩张，离

不开“粮食”这个源头的强力支撑。

建设全国食品工业强县，新型农业

现代化是第一保障。

临颍要让食品产业发展成为

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和联结点， 推动新型农业现代化，

为加快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提

供坚实基础。

临颍粮食年产量

55

万吨，可

仅粮食与食品深加工一项，小麦年

转化量就有

130

多万吨，粮食年总

加工量达到

300

万吨。工业的旺盛

需求不仅盘活了周边

20

多个县市

的余粮市场，用于生产休闲食品的

优质低筋小麦， 更是以高出市场

0.1

元钱的价格， 极大调动了临颍

和周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目前，全县

90%

的耕地种上了

订单优质小麦，规模化订单种植扩

大到耕地总面积四分之一以上，临

颍作为国家粮食核心区产粮大县

的牌子越擦越亮。

农业规模化要求土地的集约。

临颍很多食品项目排队等待 “落

地”，期待土地的集约。空心村土地

的闲置浪费呼唤土地的集约。产业

集聚带来的人口聚集、 产业支撑，

让加速土地高效流转的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成为临颍顺势而为的必

然选择。

以北徐社区、龙泉小区为代表

的全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迅速启

动。 通过旧村改造，全县新增耕地

面积

4000

亩； 整理置换出工业用

地

3500

亩，

18

个项目实现了落地

发展；而

10

万余“流转”出来的农

民，成了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的

产业工人。

让国人都品尝到“临颍制造”，

我们还任重道远：虽然外来闽企红

红火火， 但在培育自主食品名牌

上，还需付出更多精力与智慧。 但

我们坚信， 坚持发展食品产业，走

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临颍为实

现富民强县梦想找到了一条“康庄

大道”。 （作者系临颍县委书记 河

南日报编辑 陈炜、屈芳）

（上接一版 ） 该公司较早以

ISOI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为基础， 建立起从原材料

入厂检查、 制造过程控制到出

厂检查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

并长年与国内多家科研单位、

高等院校密切联系， 打造了一

支富有实践经验和创新素质的

工程技术队伍。

经过一个小时的交谈，按

计划， 两位加拿大客人着手对

该公司的技术力量和产品进行

实地考察。 “这两根奇怪的管

道是什么？” 罗恩·金对一台输

送机传送带两旁分别多出的一

根红色和蓝色的管道大惑不

解。 “这是我们公司的专利技

术产品 。” 崔小怪自信地说 ，

“普通矿用带式输送机必须附

加安装供排水及喷淋降尘等设

施， 不但增加了成本， 而且使

本已狭窄的井下空间更加拥

挤不堪 。 为此 ， 我们将输送

机中部管架纵梁进行结构上

的改进 ， 密封了两边的纵梁

管， 使其变成可以进出水的管

道。”

“我们公司的 ‘镇山之

宝’ 远不止这两根管道。” 在

产品展示区， 崔小怪把自己的

“家 当 ” 和 盘 推 出 。 他 说 ，

“为应对输送机高负荷运行下

皮带突然断裂等意外情况发

生， 我们设计出与带式输送机

配套使用的断带保护装置， 并

获得国家专利； 为减轻矿工的

劳动强度， 提高工作效率， 我

们设计出电脑控制的自动化矿

山架空乘人索道， 与普通斜井

人车相比， 花一半钱， 就能办

相同的事……” 言语间

,

他如

数家珍， 两位加拿大客人连连

点头。

考察结束 ， 临行前 ， 罗

恩·金告诉记者： “作为专业

工程师，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

棒的机械设备和新颖的生产工

艺。

10

月初， 第一批价值

600

万元人民币的设备已经运往天

津港， 近日将漂洋过海发往加

拿大， 我对双方建立长期合作

伙伴关系充满信心。 ”

“高原腊梅”余留芬：

我愿再给乡亲们当五十年村支书

新华社贵阳

10

月

23

日电

（记者王橙澄） 幽静的山林间 ，远

远传来爽朗的笑声。在贵州省六盘

水市盘县淤泥乡岩博村 “藏龙山

庄”别致的院子里，短发利落、笑容

动人的女村支书余留芬，正和十几

名村民围坐一堂，召开一个别开生

面却又习以为常的“院坝会”。

说它别开生面，是因为扩建酒

厂、征用土地、土地入股等一系列

工作，很快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完成；说它习以为常，是因为

11

年

的村支书生涯中，为了岩博村脱贫

致富，余留芬不知开了多少场这样

的“院坝会”。

还记得

11

年前，不满

31

岁的

她担任村支书后召开首次 “院坝

会”。 “就是用手刨， 也要刨出一条

通村公路！” 她对村组干部和村民

代表说。 地处贵州高寒山区深处

的岩博村， 此时仍不通路、 不通

电、 不通水， 农民人均收入不足

800

元，来了客人连杯茶都招待不

起。

决议通过了， 上任后第五天，

通村路便破土动工，余留芬既是指

挥员又是建筑工。 没有资金，她拿

出准备做生意的

4

万元积蓄垫上；

白天，她像男人一样，和乡亲们一

起掌钢钎、抡大锤、搬石头；晚上，

她又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做搬迁

群众的思想工作……

就这样，岩博村史上首位女支

书，用胆识、坚韧和身先士卒，赢得

了群众的支持， 全村出动，

3

个多

月后， 一条

3

公里长、

4

米多宽的

硬化通村公路竣工。

还记得

2005

年那

7

天， 余留

芬躺在病床上召开的

15

次会议。

当时，过度劳累的余留芬不慎一脚

踩空，从陡坡上摔了下去，造成腰

椎粉碎性骨折。 医生嘱咐：至少要

躺足

60

天， 否则可能瘫痪。 但此

时，矿群矛盾愈演愈烈，村民和矿

工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这个时候村里不能缺了我。 ”

38

天后， 余留芬执意出院，

7

天内

在家中的病床边召开了

15

次村委

会、村代会，反复和矿方沟通。 最

后，矿方和村民达成协议，岩博村

组建

3

个车队负责煤炭外运，从此

矿群关系跨入和谐，岩博半数人家

的

120

多辆车有了可靠收入。

还记得那一次又一次的“院坝

会”、“村委会”，余留芬带领村干部

为村民们找项目、筹资金、谋出路：

1480

亩林场、 藏龙山庄、 小锅酒

厂、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蔬菜大

棚、肉牛饲养场、小鸡孵化厂……

如今的岩博村，村集体资产超

过

1000

万元，人均纯收入

6800

多

元，拥有大小车辆

160

多台，家家

住上了漂亮的楼房，森林覆盖率达

65%

， 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文

明村、示范村。

说起这些改变，余留芬没有大

道理：“生活太苦了，一定要换种活

法。 ”

20

年前，她从邻村嫁到岩博

村时，每天要下地种庄稼、干家务

活、照顾孩子，但土地贫瘠，广种薄

收，生活艰辛。穷则思变，她试着开

起了小饭馆、小照相馆，办起了小

超市……生意出乎意料的好，她家

率先富裕起来了。

担任村支书后，她日夜思索的

就是如何为村里找出路。仅有初中

文化的她， 跟儿子学习电脑打字、

上网；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村干

部外出考察， 用相机记录下新东

西、好思路，回家后继续钻研。

最让她震撼的是华西村之旅：

“他们的发展思路不适合我们，但

他们的精神值得学习。 我常在想，

如果我也能像华西村村支书吴仁

宝一样， 在村支书岗位上坚持

50

年，岩博村会变成什么样子？ ”

在村民眼中，余留芬是“女能

人 ”，更是 “贴心人 ”：手机全天

24

小时开机， 乡亲们随时能找她办

事；村民肖本玉患直肠癌后，她开

车

7

个小时把她送到大医院；彭回

香老人的房屋破旧不堪，她自己送

给老人

2000

元钱， 并申请政府补

贴，为老人建新房……

但作为女人，她为没有时间照

顾家庭深深自责，面对村民的不理

解， 她也回家悄悄掉过许多眼泪。

有人问，你这么任劳任怨图啥？ 她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次气头上丈

夫说要离婚，村民们知道后，一位

老大娘专程跑到她家里，拉住她的

手说：“闺女别怕，岩博村就是一家

一碗饭也能把你养活。 ”

如今，虽然已是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连续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

和十八大代表， 但在各种名利面

前，余留芬仍然保持着最初的那分

质朴和真诚。她像一株盛开在乌蒙

山里的腊梅，“忽然一夜清香发，散

作乾坤万里春。 ”

10

月

23

日，一位

老 人 在 观

看 由 老 人

笑 脸 照 片

制 作 成 的

“百寿图”。

当 日

是 中 国 传

统佳节 “重

阳节 ”。 北

京 市 怀 柔

区 杨 宋 镇

耿 辛 庄 村

的

225

位

老 人 欢 聚

一堂 ，共享

“九九百叟

宴”。

张

宇 摄 （新

华社发）

重阳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