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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寒气弥漫在山谷间，石岭沟就这样静
静地夹在山坳里。

73 岁的李辉智左手拉开衣服拉链， 半蹲下
来， 右手从口袋里取出一张 PH 试纸放进溪水
里，看到试纸颜色没有什么变化，他才缓缓站起
身。

从地图上看，汉滨区关庙镇文化村的石岭沟
直线距离汉江只有 4.2 公里， 离城区车程也仅仅
半个小时，依山面水的环境让这里的村民感受到
便捷方便。 清晨，早起的村民挑着一担水灵灵的
蔬菜进城售卖，中午时分就能回到家里。

李辉智起身把试纸揣回兜里，继续沿着文化
村七组的村道向上走去，从山坳里的湿地顺着山
梁一直到大营山顶，再转向另一侧的山脊下到沟
底，然后转回到湿地，这一圈走下来得两三个小
时，而在这支平均年龄 50 多岁的巡护队里，像这
样的巡护路线他们一个月要走两次。

“我前两天看沟里石头堆中间有一件被丢掉
的衣服，得赶紧捞出来，可不敢等到春天雨水多
了。 ”李辉智回头对章彩云说，“那是的，现在沟里
干净着呢，我一会儿回家找个长竹竿把衣服勾出
来，不能让这些影响了水质。 ”章彩云回应道。

石岭沟， 一条小到不能再小的山谷水沟，潺
潺溪水从沟口源源不断地汇入汉江，这样的山沟
在汉江沿岸比比皆是。 2019 年，安康市绿色秦巴
环保公益服务中心把这里作为汉江水源涵养区
生态河流治理试点，就是看中了这里地处城乡结
合的自然“宽度”和兼容性。

“我们在石岭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水质监
测，分别在 10 个取水点取样观察。 ”绿色秦巴负
责人李鹏博说，从获得的水质数据上看，石岭沟
的总磷、氨氮、COD 没有超标，但是数据分析这
条小流域的主要污染物为总氮超标。 “为了验证
监测数据， 我们又根据生活生产信息做了调查，
发现化肥农药和生活垃圾构成了总氮超标。 ”李
鹏博说。

湿地

“以前我们沟里，水不清味道还大，洗个衣服
淘个菜啥的得朝上游走。”坐在场坝里，60 多岁的

徐凤志告诉记者，自她嫁到文化村以来，村里人
就围绕着这条沟里的水生活。

石岭沟的水源地发源于上游 2.5 公里的三条
沟壑，文化村是上游唯一的村庄。 村里有 11 个村
民小组，500 余户，2700 多人，他们的日常饮用水
就来自于石岭沟流域水源地。

沿沟而住的村民所产生的生活污水随意倾
倒，为了方便，垃圾丢进河沟或者丢进“无人区”，
这些污染物直接流入石岭沟内， 尤其是在雨季，
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同时，肥料与化学农药被大
量使用，化学物质长时间的不能分解，经过雨水
冲刷，渗透进入地下水，间接污染水体。

在岁月的耕作淘洗中，石岭沟的水一天天变
得不再清澈。

村民们不知道的是，如果水中的氮超过一定含
量，就会让水质变的富营养化，进而导致水藻因养
分过足而迅速生长繁殖，使清澈碧绿的水质变得混
浊不堪。

“现在沟里的水变得可清了， 那湿地里的小
鱼也多了，最主要的是不光水好了，林子里的鸟
雀也比以前多起来，早上屋外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比鸡叫声都响。 ”章彩云拾起话头，让她感受到变
化的是沟口的那块“湿地”。

在文化村三组，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把降低区域内水源含氮总量的“终极武器”放在
这里。 两条山梁环抱住山谷，在一片开阔地上，由
竹子搭建的篱笆围起一块大约 800 平方米的地
方，里面是人工挖掘的 S 型沟渠。

“通过前期调查， 我们觉得要改变水体总氮
超标的问题，使用源头减源加拦截消减的方式是
合适的。 ”李鹏博说，他们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
出通过湿地建设，改变石岭沟小流域。

2019 年 1 月开始，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务中
心针对石岭沟农药化肥过量使用以及生活废水
的无组织排放，通过前端减源的方式减少农药化
肥的使用以及生活废水在地化生态处理。 李鹏博
介绍，化肥部分通过有机生态肥或在地堆肥方式
减少工业化肥的使用量，生活废水部分利用反渗
滤系统来拦截源头废水污染，垃圾部分用垃圾分
类以及堆肥回田方式进行。 “这样做能从源头上
遏制住污染”

在中端消减上，他们利用生态系统生物吸附
功能来消减水中总氮含量， 通过建设人工湿地，
加大介质渗滤系统和生态浮床鱼菜共生系统，持
续消除减少水中总氮含量。

S 型沟渠消减系统可以让水通过时间增长，
进一步增加沉淀，同时，种植适合当地生长的植
物，通过根系吸附水中超标的总氮。 记者看到，湿
地中种植的有芦苇、香蒲和灯芯草。

李鹏博解释道， 当污水通过芦苇湿地系统
时， 芦苇能从污水中吸收营养物质加以利用，并
能吸附和富集重金属和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使水
质得到净化。 因为芦苇的根茎发达，有利于微生
物生长附着 , 废水流经芦苇床时被根系阻挡截
留，有机污染物则通过微生物的吸收、同化及异
化作用而被去除。 污水中的绝大部分有机污染物
的去除是依靠生长在芦苇水下部分的茎、秆上的
生物膜来完成的。

菜地

结束巡护的李辉智回到家里已经是上午 11 点
多，他把这次巡护的内容记在本子上，又仔细地在
日期栏里写下第 41次。

临近午饭时间，老伴已经提前做了饭，“马上
要炒菜了，缺点葱，你去地里拔一点。 ”听到老伴
的话，李辉智转身出了屋，走到路边下的菜地里
扯起几棵葱。

“自从开始做小流域治理这个工作， 绿色秦
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就鼓励村民使用有机肥，人
工除草，尽量不使用除虫剂以及除草剂，避免化
肥、除虫剂和除草剂对水源造成潜在污染。 ”李辉
智告诉记者，家里现在地里施肥全靠自己弄的农
家肥。 说着他拉起记者走到路边，用锄头翻开一
个 2 米左右的土坑，坑里沤的正是他的堆肥。

李辉智的做法也带动了村里其他人，绿色秦
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还从安徽一家企业争取了
33 吨土壤调理剂，用于改善汉江水源涵养区石岭
沟小流域的土壤环境，提高居民绿色收入，助力
乡村振兴。 202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文化村的村
民开心地领到了自己的“礼物”。

李鹏博说，2019 年 1 月， 绿色秦巴启动了汉

江水源涵养区石岭沟小流域环境调查与保护项
目，对区域内 60 多条小流域进行了筛查，最终确
定石岭沟小流域为工作区域，在治理过程中联合
当地政府部门及外部专家团队。 通过一系列的干
预设计工作，遏制化学农药使用，减少污染源对
水源地威胁，让石岭沟水源地的村民饮用水有所
保障。 目前文化村 300000 平方米的土壤环境得
到改善，400 户居民绿色收入提高，居民单位亩产
得到提升，乡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乡村河流水
质持续向好。 谈到项目远期效果，他说，希望文化
村的土壤环境得到改善，居民收入提高，石岭沟
小流域治理项目形成示范作用，更多的汉江流域
乡村注重土壤保护问题，并付诸行动。

队伍

2022 年 1 月，李鹏博接到一个电话，绿色秦
巴环保公益中心获得了“福特汽车环保奖”，这一
奖项是对全国在环保领域有卓越贡献的机构进
行奖励与支持。

颁奖词这样写道：机构聚焦农村面源污染问
题，努力探索不同的解决方案，积极动员多方参
与，其工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展示了环
保公益组织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独特价值。

现在在文化村，保护环境成为村民意识里自
然而然的事情。 “改善环境不仅要对污染源进行
治理，也要加强群众监督和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
视；加大水源地保护宣传，开展相应的村民座谈
会，使得村民认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 居民的环
保意识增强了。破坏环境的行为就自然减少了。 ”
李辉智、章彩云从内心认可这个工作。

2020 年 6 月 4 日，文化村成立了全省首支村
级环保队“文化村环保队———石岭沟小流域保护
队”，队员们积极对村子周边的生活垃圾、河塘沟
渠进行清理，也定期对周边畜禽养殖粪污等生产
生活废弃物进行监督和处理，督促各家各户做好
自家门前屋后的清洁卫生。 如今，村里的环保队
已经遍及 11 个组。

经过几年的保护，石岭沟小流域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河流水质持续变好，小流域水体从之前
的四类水质变为现在的二类水质。

“看似寻常最崎岖， 成如容易却艰
辛”，2 月 24 日，市考试管理中心（市招
生办） 负责人在市教体局 2021 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会上，引用宋代诗人王安石
的诗句作为汇报结语，道出了去年工作
的“平凡”与“不凡”。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 全市考试招
生系统按照“安全公正、规范高效、人民
满意”的要求，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挑战，稳步推进考试招生改革，强化安
全保密、优化考试环境，坚持从严治考、
维护公平公正，全面提升了考试招生管
理质量和水平，交出了“必修”、“加试”
和“抢答”的高分答卷。

抓紧安全 答好“必修”

2021 年 5 月 9 日，时任市长赵俊民
在市政府党组第五次集中学习会议上，

专题强调高考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将
高考安全工作作为政府“一把手工程”，
亲自部署，靠前指挥。

此前一天，全国、全省高考安全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合并召开，市政府随即
召开了全市高考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对全市高考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安
排部署，并与各县区签订了高考安全目
标管理责任书。 会后，市上立即下发了

相关文件，并调整充实了全市高考安全
暨外语听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组
建医疗防疫专家指导组，全市自上而下
层层建立组织领导、协调联动、应急处
置、研判评估机制。

如果说高位推动是答题的方向，那
么精准落实就是解题的关键。 针对试题
试卷安全保密这个重点，全市突出“责
任、程序、制度、设备”四个层面，做到试

题试卷安全保密全方位覆盖。 严格落实
涉考人员的资格认定和回避制度，强化
保密安全责任教育， 签订了保密承诺
书，明确了各个环节、每个岗位的操作
规范，做到了“人防”、“物防”、“技防”并
用。 市、县（区市）提前做好保密室、标准
化考场、考场视频及网络监控系统等软
硬件设备的检查调试，认真落实省上关
于试卷拉运过程中视频监控的有关要

求， 确保实现试卷流转的全过程监管。
采取一岗多控、 人技联防等办法落实
“双重保险”，避免因个别人员、个别环
节的失误、违规、违法酿成重大事故。 严
格试卷运送、保管、使用、回收等环节清
点、交接手续，并详细记录签字备查，做
到各环节无缝衔接。 坚持试卷保密室、
运送、 分发回收场所监控录像回放制
度、考试封闭式专用通道制度，堵塞试

卷流转过程中的漏洞。
同期跟进的还有很多举措。 市上组

织召开了 2021 年高考中考安全暨考务
工作培训会，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
式，对高考、中考考务工作中的重点环
节、重点岗位、重点人群进行了精准培
训。 各县区也制定了相应工作方案，分
门别类对 5000 余名一线考务人员进行
了培训并签订了责任书。 全市累计投资
5300 余万元，建成标准化考点 19 个，标
准化考场 1035 个， 三大系统全部联调
成功。 各县区、各考点学校严格按要求
配备技术设备，配齐工作人员，充分发
挥电子监控、金属探测仪、手机屏蔽仪
等技防手段的作用。 各考点学校采取多
种方式，集中力量有针对性地大力开展
考生警示教育，以事为例，以法为教，真
正起到敬法、敬考的效果。

(下转六版)

“必修”、“加试”和“抢答”的高分秘诀
———安康市 2021年考试招生工作走笔

田先波

公益组织：踏步在青山绿水间

一个小流域生态治理的安康样本
记者 田丕 郭飒

2021 年 1 月 14 日，记者第一次跟随
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走进汉滨区
关庙镇文化村，在这个距离中心城区只有
4 公里多的村子里， 目光所及是整洁干
净，农村随意搁放丢弃的场景在这里看不
到。

虽然安康不是一个用水紧张的城市，
但水质污染在一定程度存在，并与每个公
众都息息相关， 尤其是对于小流域而言，
不仅仅是南水北调的核心涵养区，也是周
围村庄居民的饮用水源地。

2019 年 1 月， 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
务中心在这里启动了汉江水源涵养区石
岭沟小流域（小水源）环境调查与保护项
目， 经过调查走访的 76 户村民的耕地数
大约为 227 亩， 村里基本农作物为玉米、
小麦、油菜、红薯等。肥料与化学农药的使
用，让化学物质长时间不能分解，经过雨
水冲刷，渗透进入地下水，间接污染水体。

绿色秦巴利用了“生态廊道+人工湿
地”的技术，先后在石岭沟小流域建设了
生态人工湿地， 成立了流域环保村民组
织，同时对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和农村生态
堆肥等一系列小流域保护行动。环保意识
和行为在文化村从被动变成了自发主动。

如今的石岭沟， 纵横交错的山沟小
溪 ，水流潺潺 ，两侧林木茂盛 ，对减少污
染、释放氧气、调节农田小气候等起到了
不小的作用。

项目组组织专家学者对石岭沟小流
域部分生物多样性信息进行了考察，通过
生物多样性的角度评估了石岭沟小流域
保护成果。从项目组考察的不完全统计结
果看，石岭沟小流域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项目组也将考察的部分物种在村里做
了展板展示，建立了石岭沟小流域生物多
样性教育基地，截至目前，石岭沟小流域
生物多样性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40 余种、
昆虫类 40 余种、 植物类 85 属 120 多种、
鱼类 10 余种（不完全统计）。

时隔一年后 ，2022 年 1 月 14 日 ，记
者再一次走进文化村，这里整洁依旧。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