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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伟涛
见习记者 赵颖祯

2006 年 6 月，当李小双从市
住建局总工程师的岗位来到南水
北调焦作城区办工作时，并没有
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怎样的考验。

2014年12月，当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正式通水时，这个在南水
北调焦作城区办市政管线路桥科
科长岗位上已度过了八个春秋的
硬汉子，回首来时路，思绪万千。

日前，当记者走近先后获得
南水北调征迁工作先进个人、焦
作市先进工作者、“身边的榜样”
等荣誉称号的李小双时，顿时理
解了他的感慨——为变更焦作城
区段7座跨渠桥梁设计，仅形成的
会议纪要、请示、报告、函等文
字材料就达 11.8 万余字；为确保
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尽量不影响
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近乎悄无
声息地迁建672项市政管线组成的

“蜘蛛网”……而这背后，饱含着
这个对接世纪工程“协调员”的
情怀与坚韧。

焦作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唯
一从中心城区穿过的城市，然

而，就是这样一个“一渠碧水穿
城过”的城市梦想，让踏上新岗
位的李小双眉头紧锁。李小双拿
到7座跨区桥梁的初步设计报告后
发现，按照原功能、规模和标准
设计的桥梁引道宽度小于我市城
市现状道路和规划道路宽度，一
旦依照这样的设计施工建设，势
必会使建成后的跨渠桥梁成为城
区交通的瓶颈。

“更重要的是，桥梁引道纵
坡、坡长不符合城市桥梁设计规
范要求，将严重阻碍机动车、非
机动车正常行驶。”李小双告诉
记者，“一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
水，再想改建桥梁几乎没有可
能。”

深知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
响焦作未来城市的发展，李小双
迅速起草专题报告，将有关情况
反映给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申
请变更设计。然而，面对一项涉
及 4 个省市及沿线 20 多座大中城
市生活、生产用水的国家工程，
其协调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变更跨区桥梁设计，李
小双曾数十次到省调水办、中线
局河南直管建管部、省水利勘测
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进行汇报、沟
通和对接，并先后向国调办、中
线局上报了20余份文字材料。最
终，在省调水办组织设计单位 5
次调研、国调办及中线局进行多
次专题调研后，同意进行设计变

更，并争取追加投资预算 2.98 亿
元。

设计报告变更后，桥梁宽度
的增加符合了城市现行道路标
准，桥梁坡度的降低消除了安全
隐患，桥梁设置隐形引道、改善
桥梁景观，并做了加宽总干渠渠
堤并增加混凝土防渗墙等重大设
计变更，从而增强了渠堤的抗洪
能力，统筹工程建设和城市发
展。“原设计宽度为 9 米的民主
路桥最终变更为56米。”站在跨渠
桥梁占压专项基础设施和市政配
套设施迁建示意图前，李小双很
自豪。

如果说变更设计7座跨渠桥梁
重在沟通、协调，那么，李小双
作为对接世纪工程的“协调员”，
在市政管线迁建及工程建设中，
更像一场大会战的“指挥官”。

众所周知，水、电、燃气、
供暖、排污等市政管线是城市的
生命线。而南水北调中线焦作城
区段总干渠专项基础设施包括燃
气、热力、给水、排水、电力、
军用光缆、园林等基础设施 672
项，其迁建工作涉及众多企事业
单位，联系千家万户，关系到总
干渠能否按国家规定的时间节点
开工建设和城市功能的正常运
转。

如此一来，工地现场也就成
了李小双的“前线指挥所”。为实
现悄无声息地迁建这些市政管线

组成的“蜘蛛网”，李小双无数次
组织建管、施工、设计、监理、
规划及各产权单位对地下、地上
各类专项设施逐一进行调查、核
实，制订切实可行的迁建方案，
并建立迁建工作台账，绘制施工
网络图表，实行挂图作战，针对
重点难点问题采取会议协调、现
场办公、督办查办等形式推进管
线设施迁建。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工程对
城市的影响，所有专项设施迁建
中的割接环节，都安排在０时至5
时进行。”在现场督导的李小双一
再要求，“我们要把每一道施工工
序明确到分、精确到秒。”

2012 年 6 月 ， 修 月 、 修 牵
110KV输电线路因2次跨越市区新
月铁路线和总干渠，需尽快拆
除。由于上述输电线路涉及国
家、省铁路部门和省、市供电部
门，协调难度大，手续办理程
序复杂。为此，他带领几个单位
的相关人员冒着酷暑，10天之内5
次到郑州铁路局进行联系对接，
最终，原本4个多月才能办完的
工作，仅用 34 天就全部办完，
并且争取免缴各项费用达 36 万
元。

此外，李小双还把目光延伸
到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尽量发
挥自己的专长，让世纪工程焦作
段推进更顺利、设计更科学。为
确保城区段安全度汛，李小双建

议在城区段总干渠北侧修建9公里
长的临时雨污合流沟，在主要路
段新增20余条排水管道，并将市
区防洪度汛隐患及可能诱发的灾
害及时上报国调办、中线局，最
终对焦作城区段总干渠实施了渠
堤加宽、增加混凝土防渗墙等重
大设计变更。

记者手记

采访中，仅听李小双的讲述
就能感觉其协调可谓是千头万
绪，甚至是“一团乱麻”。而能从
乱麻中抽丝剥茧，协调有序者，
定有着非凡的韧劲与能力。

当 听 说 由 于 长 期 高 负 荷 工
作，身体免疫能力下降，一个本
应半月左右就能够痊愈的感冒，
李小双却拖了半年才康复时，记
者忍不住问：“有没有感觉撑不住
的时候？”他答：“压力再大也得撑
起来。你不干了，把挑子撂给谁？”

岗位无大小，作为看情怀。
面对南水北调中线这一世纪工程
的穿城而过，作为南水北调焦作
城区办市政管线路桥科科长的李
小双，立足本职岗位，着眼城市
发展，诠释着一个小小“协调
官”的公仆情怀。其实，“协调
员”也好，“指挥官”也罢，李小
双关注的不是自己究竟是一个什
么样角色，而是立足岗位能够为
焦作城市的发展考虑得周详些，
再周详些。

对接世纪工程的“协调员”
——记南水北调焦作城区办市政管线路桥科科长李小双

本报讯（记者杨丽娜 通讯员张
娟） 日前，记者走进孟州市全义农场
的万亩无公害韭菜园区，只见一座座
塑料大棚鳞次栉比，棚内一畦畦韭菜
青翠喜人。据该园区负责人介绍，再
有一个月，这里的韭菜就能上市，正
好赶上春节热销，估计每天能卖出
5000余公斤。

万亩韭菜园区是河南省无公害农
产品生产基地，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
积达5000亩，辐射带动周边农民发展
韭菜种植4000余亩，每年产值达6000
万元。

这样的园区化经营在孟州并非鲜
例。近年来，该市坚持用工业规模化
发展理念谋划农业发展，以培育现代
农业园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产业
化发展，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以“双高”创建为基点，推进园
区规模化发展。该市紧紧围绕高标准
粮田建设，以粮食高产创建“万亩示
范片”为基本单元，大力实施高产创
建项目，目前已建成10个小麦“千亩
示范方”和10个“百亩攻关田”。在此
框架下，该市结合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在焦作率先申报并建成了
化工、谷旦、西虢 3 个农技推广区域
站，加大农业集成技术推广应用力
度，有效提升了农业科技公共服务能
力。目前，该市建设高标准粮田13.25
万亩，2014 年该市 38.1 万亩小麦平均
亩产达 562.5 公斤，比上年增加 2.3 公
斤，实现夏粮“十一连增”。

以标准化为依托，实现园区集约
化经营。该市不断加强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坚持标准化发展，规划建设了

“四区四园”，即高标准万亩粮食示范
区、畜牧业产业集聚区、玉米深加工
示范区、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区、城伯
镇天邦农业示范园、全义农场无公害
韭菜示范园、无公害设施农业示范园
及无公害果品生产示范园。目前，该
市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达 13.3 万亩，占
全市耕地面积的31%，为农民创造了超
过50%的经济收入。其中，全义农场、
天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孟香果蔬专
业合作社、广惠果业合作社4个农产品
生产基地被认定为“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以综合项目为支撑，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该市按照“东
粮、西果、南药、北菜”的总体思路，培育起陵区苹果集群、平
康农牧养猪集群、鸿基牧业养鸭集群、康达尔农牧养鱼集群、东
田丈大棚果蔬集群及滩区药材种植集群等“十大集群”；同时，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
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通过强强联合、分工协作，扶持壮大
具有较大规模、产业关联度高、功能互补、带动力强的农业产业
化集群。

目前，该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达217家，其中省市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27家。其中，以鑫源、华兴、金玉米、河阳酒精
等为龙头的玉米深加工产业集群，年加工能力达到200万吨，产
品畅销20多个省市，并出口泰国、韩国、柬埔寨等国家，已被
焦作市纳入重点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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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新和
慰问特困职工随行报道

隆冬的严寒笼罩着怀川大地，
但是，对于焦作交通运输集团特困
职工王卫忠一家来说，1月8日天气
无比温暖。当日10时许，市总工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田立杰带着工会保
障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看望了王卫忠
一家人，并送上了5000元救助金。

在这个寒冬，特困职工生活得
如何，有什么困难？田立杰十分牵
挂。在市总工会召开的多次会议
上，他反复强调，一定要重视民生
工作，加大解决困难职工实际问题
的工作力度。会后，他又多次叮嘱
工会保障部门和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的相关负责人，要深入摸底排查，
建立详细的困难职工档案，对他们
要及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
使市总工会真正起到困难职工“娘
家人”的作用。

正是在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热
心帮助下，王卫忠和家人才渡过了
生活的难关。原来，今年49岁的王
卫忠是焦作交通运输集团职工，家
中有 4 口人，妻子下岗且患有抑郁
症，女儿在社会上打工，儿子还在

上小学二年级。2014 年 8 月，王卫
忠患上了股骨头坏死，医院对其实
施了右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置换手
术，仅医疗费就花了6万余元。祸不
单行，王卫忠的弟弟在外出打工时
突发疾病死亡，花费数万元；其父
亲患心脏病，仅手术费就花了数万
元；其哥哥患心脏病又花费了数万
元，一系列不幸的遭遇使王家人陷
入到了空前的生活困境。

“家里几口人？什么时候患的
病？医疗费花了多少钱？”来到王卫
忠家，田立杰坐在沙发上与他深切
交谈，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和家中
的现状。看到市总工会领导这么关
心自己，王卫忠有些哽咽了，他
说：“我患病后，家里没有了顶梁
柱，缺少经济来源，多亏了工会领
导还惦记着我！”田立杰说：“以
后，你要多穿点衣服，再为家里添
置个取暖的实施，你这种病最怕
冷。工会是咱职工的‘娘家人’，职
工只要有困难，工会就会多帮助你
们解决实际问题。春节前，各级工
会组织还将普遍开展送温暖活动，
帮助困难职工过好年。”说着，田立
杰把 5000 元救助金递给了王卫忠，
并勉励他乐观面对人生，好好地生
活下去。

“娘家人”的牵挂

本报记者 杨 帆 本报通讯员 贾黎明
孟州市海尔广场报道

1月13日，一面来自甘肃省兰州市的锦
旗，寄到了在孟州市海尔广场摆凉粉摊儿的
可建明手中。锦旗上写着“八十岁以上免费
吃浑浆凉粉，市场经济敬老思想道德高尚”
几个金灿灿的大字。寄锦旗的人叫张举英，
今年82岁，祖籍孟州市，现居兰州市。

张举英为啥要给可建明寄锦旗呢？原
来，张举英去年回孟州市探亲，曾在可建明
的摊儿上吃过一碗凉粉，在得知他的年龄
后，可建明为他免了凉粉钱。“我走南闯北到
过不少地方，这事还是第一次碰到。虽然一
碗凉粉不值多少钱，但难得的是他的这分尊
老之情。”当得知可建明让所有80岁以上老
人免费吃凉粉的善举后，张举英赞叹不已，
回兰州后特意为可建明送来了这面锦旗。

可建明，现年42岁，家住孟州市南庄镇
下口一村，4 年前开始做起了凉粉生意。现
在，他除了做凉粉批发生意外，在孟州市区
还经营了一个凉粉摊和一间卖凉粉的小门店。

“为啥要对 80 岁以上老人免单？”记者
问。可建明说出了缘由。2012年的夏天，一
位老太太到他那儿吃凉粉，看到老太太年纪
很大、行动不便，他无论如何都不好意思收
那碗凉粉钱，于是便给老人免了单。

老太太很高兴，做善事的可建明也很快

乐，并由此心生了让高龄老人免费吃凉粉
的念头儿。从此以后，凡是 80 岁以上老人
去可建明摊上吃凉粉，他再也没有收过
钱。如今，可建明的善举已经坚持了两年
多，他的事迹还受到了郑州、洛阳等地客
人的赞扬。

一次，孟州市槐树乡3个80多岁的老太
太结伴乘车到可建明那里吃凉粉。为老人免
单的一幕正巧被一个正在吃凉粉的商人看
见。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这个商人很感
动，他对可建明说：“兄弟，你把每个月为老
人免去的凉粉钱算一下，以后这笔账由我来
结。”“谢谢您了，我这样做就是想传递一下
爱心，让老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这笔钱我
能负担得起。”可建明说。

还有一次，一位驼背的老先生在家人的
陪护下去吃凉粉，看到可建明的善举后他费
了很大劲儿把身子直了直，端端正正地给可
建明敬了个礼。老先生的举动，让可建明感
受到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真谛。

“我们都是回头客，来可建明这里吃凉
粉，吃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好心情。”现年
75岁的陈玉法老人，几乎每天都要到可建明
那里吃凉粉。他说，小可为人憨厚、实在，
他的善举让人感动。

“我准备制作一个‘八十岁以上老人免费
吃凉粉’的条幅在摊位前挂起来，让更多老
人知道来我这里能吃到免费凉粉！”可建明
说。

可建明：爱心凉粉敬寿星

走转改·现场速写

（上接一版） 2013 年 10 月份以
来，该市先后拿出3000余万元，
在该市南庄镇、城伯镇和大定
办事处开展了宅基地流转试
点 ， 目 前 已 腾 退 宅 基 地 513
户，拆除房屋5.716万平方米，
复垦和就地绿化土地 300 余
亩，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分别拿
到了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
补偿资金，其中 74%的农户进
城购了房，部分不具备进城条
件的农民通过宅基地流转改善
了居住条件。

构建就业培训体系，帮助
“农民入企变工人”。该市把分
散在人力资源、农业、妇联等
部门的培训资源资金进行整
合，加大对进城农民的培训力
度，3 年来，累计完成农村劳
动力技能培训 14474 人、创业
培训1520人，每年有近8000名
农民实现离地进厂。同时，从
2012年开始，该市把进城农民
情况纳入乡镇年度目标考核，
每年用“以奖代补”的形式给
予乡镇适度补贴，引导乡镇主
动开展工作。

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帮
助“农民进城过得好”。在教
育发展上，按照30万人的教育
承载能力，该市在城区启动了
新一中和5所初中、4所小学、
7 所幼儿园建设，并对所有高
中学生实行了学费全免。在社
会保障上，该市推行城乡统一
的户籍制度。根据进城农民意
愿，转户后仍保留其土地承包
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原
有集体财产权益不变；其他如
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优抚
等社会保障政策按照就高原
则，由转户农民自主选择，最
大限度保障转户农民的政治、
经济利益。在产权保障上，对
新建的新型社区统一按照“大
产权”进行确权颁证，依法核
发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
证，允许转让、抵押、出租，
降低了农民购房压力。

加快产业集聚
留住进城农民

为确保农民进城后“留得
下”“稳得住”，该市按照“四
集一转”的要求，积极推进产
业集聚壮大、农业规模发展、
第三产业持续繁荣，不断提升
产业水平和层次，努力保障进
城农民都能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

工业上，该市按照高新
区、保税区、石化园区“三
区”的布局，狠抓招商引资，
加快项目建设，着力提升产业
支撑能力和吸纳就业能力。目
前，高新区获批规划面积21.59
平方公里，建成 10.28 平方公
里，去年新建续建 500 万元以
上重点项目146个，其中10亿
元以上项目14个、１亿元以上
项目 55 个，入驻企业 368 家，
吸纳就业 59582 人。2014 年预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3.8 亿
元，同比增长 15.7%；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预计实现主营业务
收 入 73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6%；预计实现税收6.2亿元，
同比增长 14.8%。河南德众保
税物流中心顺利通过国家部委
的联合验收，成为全省第二家
国家级 （B 型） 保税物流中
心。保税中心引进的占地2090
亩、总投资40亿元的德众大罗
塘项目，建成后可增加 1.5 万
个就业岗位，成为辐射中部 6
省乃至全国的国际农产品物流
批发交易平台。石化园区是河
南省唯一的石化专业园区，目
前已入驻企业 6 家，在建在谈
项目 8 个，发展前景广阔，园
区全部建成后，预计年税收可
达10亿元以上。

农业上，该市规划了粮食
10 万亩方，林业 5 万亩苹果、
万亩林场，蔬菜万亩韭菜、万
亩大棚，以及鸿基农牧千万只
鸭、平康农牧百万头猪、康达
尔万亩鱼塘和玉米深加工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十大产业化
集群，积极推进农业向产业
化、规模化、标准化、园区化
转变，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目前，该市已培育农
民合作社 482 家，发展种养大
户223户，注册家庭农场30余
家，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7家，实现集中连片百亩以上
规模经营达11.8万亩，千亩以
上规模经营达3.5万亩。

第三产业上，该市启动了
黄河西路现代服务业经济带建
设，规划实施了商务中心区、
韩愈文化产业园、顺涧湖国际
综合度假村、奥特莱斯名品商
城、莱茵公司检测平台等大型
商业综合体建设，努力推进产
业发展“起一接二连三”。截
至目前，孟州市就业人口达
25.2万人，其中第二产业12.04
万人、第三产业6.5万人。

昨日，修武县产业集聚
区修武鑫锐超硬材料有限公
司选型车间正在加紧生产。
该公司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
时，不断完善企业管理，严
把产品质量关，努力提高公
司的美誉度，增强了市场竞
争力，使该企业保持了产销
两旺的发展势头，2014 年实
现产值3.1亿元。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