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博爱水利建设史，用“水利项目最多、投资规模最

大、工程效益最好”来形容该县水利建设之巨变，实不为过。

隆冬时节，记者走城乡、看水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

两年是博爱县水利建设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不失为全省水

利战线的一面旗帜。 请看下列这组数字。

———水利项目多、个头大。 去年，该县争取国家级小农

水重点县、农村饮水安全、山区水保、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

措施项目、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等重大水利工程项目

9

个，

争取资金高达

3．2

亿元，为历年之最。其中，中小河流治理重

点县项目计划总投资

2．4

亿元。

———水利投资规模大幅增长。 该县继

2011

年完成水利

投资

1．3

亿元之后，去年又投入水利建设资金

2．14

亿元。

———民生水利硕果盈枝。 继上年解决

3．79

万人安全饮

水问题之后，去年又解决

4

万农村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

———由中央财政支持的小农水重点县年度项目建设工

作在全省组织的绩效考评中， 以

93．5

分的优异成绩荣获第

一名，成为全省

21

个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的样板，也是

去年焦作水利的最大亮点。

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博爱县水利局局长杨海广颇为感

慨地说：“博爱水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喜人的成绩，既

得益于国家重视水利建设的好机遇，又得益于县委、县政府

对水利建设的高度重视，更得益于奋勇争先、不辱使命的博

爱水利人的超前谋划、抢抓机遇和苦干实干。 ”

抢抓机遇，建设秀美山川

博爱享有“太行山下小江南”、“蔬菜之乡”等美誉，不仅

是全国有名的粮食高产区、中原蔬菜之乡，而且是河南最具

活力的重要板块，经济发展，人民富裕。 特别是近年来，该县

社会经济长足发展。

在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和焦作经济转型示范市

建设上升为省之战略的当下，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博爱人

又擂响了前进的战鼓，提出了争创焦作市新型城镇化、新型

工业化、 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先行县的宏大

目标。

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

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

系统。 博爱要走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建设中原经济区最具活力县域经济板

块，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就必须下

决心加快水利发展，切实提高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

这些年来，博爱水利建设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随着城

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快速发展， 对水利建设提出了

更新、更高的要求。 加快水利发展，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已成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最迫

切需要。

为建设秀美山川、生态博爱，该县把水利建设摆在了重

要位置，紧紧抓住国家大兴水利的战略机遇期，开启了水利

建设的新征程。

水利建设贵在规划先行，该县结合国家投资政策，围绕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问

题，编制完成了以国家级小农水重点县、中小河流治理重点

县、农村安全饮水和水土保持等重点项目的申报工作，实现

了国家投资政策与县情民意的统一。

博爱是我国北方地区水系较为丰富的城市， 除县城西

部的丹河、南部的沁河、东部的大沙河及其支流以外，有

8

条自然河流穿越城区。 为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满足博爱县

城发展和社会公众的水环境需求，博爱县水利局按照县委、

县政府提出的发挥自身水系优势、 打造水城靓城的战略目

标， 从实现人水和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

发，聘请专家共同编制完成了《博爱县城区水系规划》。 该规

划集防洪排涝、水质保护、亲水景观、水生态于一体，以水资

源高效配置、 水生态修复与滨水生态环境建设为核心，以

“健康安全、水通水清、生态环保、人水和谐”为灵魂，规划范

围东到松林大道，西至月山路，南至鸿昌路，北到新人民路，

包括城区内幸福河、北横河等

8

条河流和人民公园、幸福河

湿地公园。 该规划实施后，将形成“一轴带动、两园一湿地、

三纵五横引绿、山水融城”的整体城市河道水网结构，是一

幅融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为一体的城市

水系蓝图。

博爱县中小河流众多，河道萎缩、功能衰减、水环境恶

化的问题，直接关系全县农村地区行洪除涝安全，影响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和人居环境。 为切实搞好中小河流治理，

该县专门成立了县长任组长，水利、财政等部门参加的中小

河流治理重点县建设项目领导小组，由县水利局牵头，编制

完成了 《博爱县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及水系连通

试点规划》。 该规划以“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功能齐全、人水

和谐”为目标，以解决县乡河道功能衰退、水环境恶化等突

出问题为重点，开展河道疏浚、岸坡整治、堤防加固、水系连

通、生态修复等河道综合整治。

该县还编制了《博爱县农田水利建设十年规划》和《博

爱县寨豁乡项目区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

案》等。 这些规划的编制完成，为该县争取国家级水利建设

项目、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实现水利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

件，同时也为建设秀美山川指明了方向。

项目带动，激活水利建设一池春水

项目是水利事业发展的核动力。 该县水利局坚持把项

目作为第一要务来抓， 局主要领导每个月要拿出三分之二

的时间跑项目，局班子成员每周要研究一次项目工作，分管

领导和业务股室每周至少要向省市对口部门咨询一次项目

信息。

“博爱的很多水利项目都是谋划出来的，靠双腿跑出来

的。 ”这是记者在博爱采访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这两年，

博爱水利人解放思想、超前运作、科学谋划、迈开双脚，争取

来一个又一个“大个头”的水利项目。

2012

年，该县水利局决策者从中央“一号文件”、中央水

利工作会议和水利部、 省水利厅了解到国家将加大中小河

流治理力度的信息后，立即向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引起

高度重视。 县里专门成立项目申报领导小组，并在组织多部

门快速编制规划的同时，多次跑省市有关部门争取项目。 机

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经过不懈努力，中小河流重点县项

目终于申报成功。 工程完成后，全县中小河流防洪标准可达

到

20

年一遇，新增水面面积

40

平方公里，蓄水

60

万立方

米，改善灌溉面积

4

万亩。 同时，将丹河、泉组河水系沟通，

并与蒋沟河干支流贯通，利用丹河及泉组河水源，修复河道

生态，再现博爱“竹林水乡”和“太行山下小江南”的美景。

2011

年下半年，县水利局领导在水利部、财政部打听到

国家将重点实施一批小农水重点县高效节水灌溉试点项目

的消息后， 一边抽调精兵强将与有关专家一起编制项目申

请报告，一边三番五次地跑北京、下郑州，积极争取项目，还

建立了“四个一”工作机制，即一个项目、一名局领导、一个

科室、一个服务小组。 为了尽快拿出项目申报方案、争取项

目申报主动权，局领导亲率

3

名业务骨干奔赴新乡，与聘请

的专家苦战

7

天，拿出了方案。 该县县委书记葛探宇、县长

李平启和杨海广一起， 多次到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争取项

目。 经过多次努力，在其他县市尚不知情的情况下，博爱县

小农水重点县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就顺利申报成功。 该项目

总投资

1．088

亿元，分

3

年实施，每年市级以上投资

3300

万

元。

博爱县水利局办公室主任张超对记者说：“一年多来，县

水利局共争取水利建设项目

9

个，其中超亿元项目

2

个。 ”

记者在县水利局提供的一份 “博爱县

2011

、

2012

年涉

水项目情况说明”中看到，该县整合农开、发改、土地等部门

性质相近、使用范围相近的涉水项目还有很多。

５００

亿公斤

粮食田间工程，总投资

760

万元；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

目，总投资

964

万元；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粮食产业类项目，

总投资

1248

万元； 博爱县金城等

4

个乡镇土地整治项目，

总投资

10621

万元。 据统计，该县两年共整合资金

1．546

亿

元用于水利项目建设。

蓝图正在付诸实施

记者乘车在县城周边采访时看到，“一轴带动、 两园一

湿地、三纵五横引绿、山水融城”的整体城市河道水网已经

初露端倪。

在城东、 城南段幸福河参观时记者看到， 这里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该工程总投资

1837

万元，治理河道

3.8

公里，

河道清淤、扩宽

3800

米，建挡水建筑物

11

座，建雨污分离

管线

8000

米、 步道照明

2100

米， 河道两侧绿化

3

万平方

米。 该工程新增水面面积

6

万平方米，防洪标准由原来的

5

年一遇提高到

20

年一遇， 极大地提高了城区的防洪标准，

有效地改善了城区水环境， 补充南部乡镇地下水面积达

10

万亩。

蒋沟河城区段治理工程也进入收尾阶段。 该工程总投

资

1689

万元，治理河道

5.032

公里，目前已完成投资

1210

万元，完成河道开挖

4.8

公里，衬砌河道

4

公里，完成土方

15.36

万立方米、砼

2721

立方米。 该工程对改善县城生态环

境、减轻城区防洪压力有着重要作用。

北横河治理工程全长

1.54

公里， 总投资

962.55

万元，

目前完成投资

200

万元。

博爱县发展大道明渠建设工程， 是城市水系规划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投资

1108

万元，工程建成后，可大

幅度提高城区的防洪能力，改善城区的水环境，还可为月山

镇、 柏山镇周边耕地补充地下水源， 对于改善城区生态环

境、逐步再现“水清、水动、水活”的竹林水乡美景、打造生态

宜居型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幸福河湿地公园工程是在原河道基础上加宽， 位于滨

河路以西、发展大道以北、竹园路以南，规划面积为

8.36

公

顷，突出反映“太行山下小江南”和“竹林水乡”两大景观特

色，运用生态环保的技术手段，通过绿化、水系、园林小品创

造出生动的自然生态环境， 将公园建设成为一个集文化展

示、生态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具有现代园林特色和城市

文化氛围的城郊湿地公园。 公园内部规划有湿地保护区、文

化娱乐区、安静休憩区

3

个分区和

8

个景观节点。 该工程计

划投资

1950

万元，目前正在招投标，春节过后可动工建设。

压题照片 治理后的幸福河。

本报通讯员 张 超 摄

山区群众喝上幸福水。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水利之窗系列之：博爱水利篇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杨仕智 本报通讯员 张 超

新年伊始，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从郑

州传来：博爱县小农水重点县高效节水灌

溉项目在全省组织的绩效考评中，以

93．5

的高分荣获第一名。焦作市水利局为此专

门给博爱县委、县政府发去贺信，这既是

博爱水利人的光荣，也是焦作水利建设的

亮点。

“博爱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涉

及孝敬镇、金城乡、磨头镇

3

个乡镇。 ”博爱

县水利局局长杨海广对记者说， 该项目总

投资

1．088

亿元，共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7.6

万亩， 其中地埋管道面积

3.20

万亩、喷

灌面积

2.38

万亩、喷滴灌面积

2.02

万亩。

该项目按照“集中连片、整乡推进”的

原则，每年完成一个乡镇的小型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 在整合资金的基础上，专项资

金重点发展以喷、微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 在工程形式上，大田以高标准低

压管灌为主，采用刷卡灌水模式。 果树以

滴灌和微喷灌为主，温室内采用滴灌，露天

蔬菜采用低压微喷带灌溉。整个项目分

3

个

年度实施，每年市级以上投资

3300

万元。

2011

年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区位于博

爱县孝敬镇东界沟、 西界沟等

19

个行政

村，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2.97

万亩，新打

机井、配套

269

眼，新建井堡

269

座，疏浚

排水沟渠

15

公里，修建排水桥涵

15

座。

2012

年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区涉及金

城乡

15

个行政村 ， 新增高效节水面积

2.82

万亩， 新增机井

203

眼， 配套机井

365

眼， 敷设低压地埋线

244.44

公里，开

挖、疏浚排水沟渠

20

公里，修建主要排水

桥涵

65

座。

2013

年专项资金项目区涉及磨头镇

14

个行政村， 计划投资规模

2.52

万亩，其

中喷灌

0.35

万亩、微灌

0.76

万亩、高标准低

压管道输水工程

1.40

万亩； 新增机井

26

眼，维修机井

90

眼，配套机井

116

眼，新建

井房

116

座，疏浚排水沟渠

8

公里，修建排

水桥涵

5

座。

博爱县水利局副局长毋先进说：“小

农水重点县项目实施后，由于改善了项目

区水利条件， 减少了农民灌水期间的投

工，使每亩次灌溉减少农民投工

0.25

个，

如果按每年灌水

6～8

次算，项目区全年可

省工近

9

万个，劳动力日工资按

20

元算，

省工效益

180

万元。由于减少了农民灌水

期间的投工， 这些劳动力可外出务工挣

钱。 ”

“小农水项目好处多着呢！”博爱县孝

敬镇东界沟村村民褚长命对记者说，“小

农水实施前，村北

2000

亩‘北大方’浇一

遍水需要一个月时间， 电费按每亩

24

元

算，就要花费

4．8

万元。 该项目实施后，提

高了渠系水利用系数， 缩短了灌溉周期，

提高了水的利用率和灌溉效益，浇地节约

用水，减少水费支出，增加粮食产量。

2000

亩浇一遍水，只需要六七天。去年麦收后，

由于及时浇了出苗水和孕穗水，平均亩产

玉米

600

公斤，比往年每亩净增产

100

公

斤。 节水的效果也更加明显，过去浇地是

大水漫灌，如今是滴灌、喷灌、微灌，浇一

亩地能节水

150

立方米。以前浇地需要三

四个壮劳力，现在浇地更方便了，只在井

堡智能控制系统上刷卡就成。 ”

据测算，通过项目实施，可新增和改

善灌溉面积近

8

万亩，年增产粮食

360

万

公斤，种植高产优质蔬菜

3

万余亩，年增

产效益

3.6

亿元。

本报讯

(

记者杨仕智

) 1

月

23

日，博爱

县金城乡秦庄村干部群众代表将一面写着

“人民的水利局，群众的贴心人”的锦旗送给

该县水利局，他们紧紧握住博爱县水利局纪

检书记张苍松的手激动地说：“吃水不忘挖

井人，是你们让乡亲们吃上了放心水。 ”

“获得安全饮用水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尤

其农村饮水安全是当前农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 是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

内容。”张苍松说。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

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水安

全成了全县人民的最迫切需求。为此，博爱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 县水利局积极编报项目争

取国家资金， 在全县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

博爱县水利局饮水办主任苗玉民说 ：

“从

2005

年到

2012

年， 博爱农村饮水安全

项目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6027.2

万元， 共修

建饮水安全工程

61

处，完成打配深水井

58

眼，敷设各类地埋管道

200

余万米，建管理

房

55

座，解决

8

个乡镇

79

个行政村的

8

万

多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实际受益人口

15

万余人。 县里还自筹资金

1400

多万元，

修建饮水安全工程

26

处， 完成打配深水井

20

眼，敷设各类地埋管道

36

万米，建管理

房

15

座，解决了

7

个乡镇

27

个行政村

5.36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

去年是博爱县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力度最大的一年，该县多方筹措资金

760

万

元， 对全县

8

个乡镇

21

个行政村实施了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使项目村

4.2

万群众吃上

了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其中，第二批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项目就解决了

3

个乡镇

7

个行

政村

1．5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项目工程总投资

500.53

万元， 其中争

取市级以上资金

440

万元。该项目实施方案

去年

11

月

7

日批复， 招投标结束与施工单

位签订合同已经是

12

月

15

日，为了在今年

春节前让项目村群众吃上安全、放心的自来

水，县水利局作为项目实施的主体单位和法

人，在时间紧、任务重、施工难度大的情况

下，与施工队共同制定了倒排工期表，成立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

领导具体抓的饮水安全项目办事机构。 县水利局主要领导和科室

人员放弃节假日，加班加点工作在施工第一线。每个星期要召开一

次项目村主管乡镇长、项目村负责人、施工队负责人、施工监理会

议，听取汇报，解决工程进展中遇到的困难。 在县水利局主要领导

和科室人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下，施工单位克服天寒地冻等恶劣

天气影响，在县水利局和各受益乡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用了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于

2013

年

1

月

13

日实现了供水到户，让项目村

群众春节前全部吃上了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在抓好安全饮水的同时， 去年该县自来水村村通工程也取得

了显著成效，新打配深水井

5

眼，安装机井配套潜水泵

7

台、压力

罐

7

个、消毒设备

7

套、控制设备

7

套，敷设安装

PE

供水管道约

1.07

万米，解决了博爱县

4

个乡镇

10

个行政村

23570

人农村人口

饮水安全问题。

1

月

23

日上午，记者在金城乡秦庄村采访时看到，家家户户都

吃上了自来水，告别了靠螺旋泵抽苦咸水吃的历史。 该村村干部秦

振雷对记者说：“俺村有

150

户

700

多口人，过去乡亲们吃的是手压

井水，又浑又苦又咸。 后来改用螺旋泵从

20

多米深的地下抽水吃，

还是又苦又咸杂质多。 去年，县水利局投资

40

多万元，俺村自筹

10

多万元，打了一眼

160

米的深水井，管道通到了家家户户。

1

月

6

日

通水那天，全村人就像过年一样高兴。 ”

博爱：

把

饮

水

安

全

作

为

民

心

工

程

来

抓

博

爱

县

二

十

多

万

人

吃

上

放

心

水

中原小农水建设的旗帜

———博爱县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杨仕智 本报通讯员 张 超

打造景观城市 建设宜居家园

博爱生态水系再造“小江南”

本报讯 （记者杨仕智） 为进一

步提高城市水系景观河河道防洪标

准， 博爱县紧紧围绕市党代会提出

的着力打造“青山相拥、绿水环流”

的山水城市目标，编制完成了《博爱

县城区水系规划》。 该规划面积

25

平方公里， 对城区内幸福河、 北横

河、运粮河、勒马河等

8

条河流和人

民公园、幸福湖公园、幸福河湿地公

园进行水系规划。 规划后，博爱县可

形成“一轴带动、两园一湿地、三纵

五横引绿、山水融城”的整体城市河

道水网结构， 同时可新增水面面积

57.4

万平方米，新增绿地面积

28.46

万平方米， 城市生态环境将得到显

著改善，空气湿度将大大增加，为广

大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生活环

境，为创建园林城市提供保障，逐步

再现博爱县“竹林水乡”和“太行山

下小江南”的生态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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