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积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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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是“吃饭财政”，大部分财政
收入来源于转移支付。 老安火路划归
为地方管理后， 改造提升至少要上亿
元，面对这样一大笔钱，地方政府显然
有心无力。 再加上新常态下，“一级水
源地”环保的高压线，更不敢轻易动这
里的一草一木。

但抓环保也并非弃发展于不顾 ，
一心只抓蓝天碧水净土， 而是要用最
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佳的民生保障，
服务最高质量的发展。 市委、市政府经
过多方考量， 启动安岚高速吉河连接
线及 S207 旧线吉河口至瀛湖段养护
工程项目， 决定由经验丰富的市公路
局负责承建。

面对重担，市公路局再次彰显“安
康创优精神”， 用了不到 1 年的时间，
就高标准的建成了安岚高速吉河连接
线及 S207 旧线吉河口至瀛湖段养护
工程。

首先是解决资金难题。 李文斌用
“东拼西凑” 来形容，“吉河口至瀛湖
段， 通过为保障瀛湖景区举办的十四
运会马拉松游泳比赛项目的重要交通
线路的专项资金解决。 安岚高速吉河
连接线，通过高速路项目资金解决。 ”

其次是解决环保问题。 在市委、市
政府的统筹协调下，市环保、水利、林
业局及安康水务集团等部门通力协
作， 秉持绿色循环发展理念， 各负其
责，各显神通，硬是将一条道路的改造
项目做成了一个水源地保护提升工
程。

“绿色生态理念贯穿建设始终，没
有一渣一石掉入汉江。 ”安岚高速吉河
连接线项目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朱林超
介绍，土工格室、钢波纹管涵等新型材
料及路面废料冷再生利用科学技术的
首次运用， 使原路基渣石得以全部再
利用。 同步绿化亮化，建设道路排污管
网、增设临河、临边两级围挡确保开挖
渣土不进入河道， 并设置沉淀净化消
除了污染可能。 整个施工过程，“水源
地水质检测均符合相关标准。 ”

解决了资金与环保的问题， 接下
来该是全力开建。 其实没这么简单，一
些工程的难度还是超出了想象。 以控
制性工程之一的老爪沟大桥为例，全
长 87.08 米，施工作业面离汉江水仅 3

米，稍不注意，施工中产生的弃渣就有
可能掉进汉江，给水环境造成污染。

“整个工程仅开挖土石就超过 30
万立方米， 修筑边坡最高达 60 余米，
高度相当 20 层楼房。 另外还有寨湾、
小青石沟、 老虎沟等 6 座桥梁安全防
护的提升工程。 ”项目办工程部干部鲁
涛感慨，“除了要面对工期紧、标准高、
征地拆迁难度大等因素， 去年的多轮
强降雨天气也是需要面对的重大困难
之一。 ”

为破解这些难题， 市公路局成立
了以经验丰富的公路建设专家李文斌
为负责人的项目部， 一方面加强与汉
滨区及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 另一方
面发扬“5+2”“白+黑”的连续作战精神
全力以赴抓质量、赶工期。全长 11.2 公
里的吉河口至瀛湖段养护工程于 2021
年 5 月 16 日开建， 当年 7 月 30 日完
工，仅用了 2 个多月的时间，为十四运
会马拉松游泳赛事的“精彩圆满”奠定
了坚实的通行环境。 2021 年 10 月 10
日开建的安岚高速吉河连接线， 全线
总长 2.385 公里，按照双向两车道二级
公路最高标准建设， 由原来的 8 米加
宽到了 12 米， 已于今年 6 月 28 日全
线贯通。

样本意义不止于道路

6 月 30 日，晴空万里，骄阳似火。
驱车在中心城区马坡岭至瀛湖段公
路，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柏油路，两旁
绿树成荫，一旁的汉江水碧波荡漾。 路
在景中、景在路边，两者相得益彰，勾
勒出了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这样的画卷， 更加激起李在政心
中的富裕之梦。 因为地处水源地保护
区， 吉河坝社区很早就把目光盯在发
展特色种植上面，目前已小有规模，山
上已经种下了 500 余亩的桃子、 甜柿
子， 山下也发展了 100 多亩的稻鱼综
合养殖，还有农家乐 10 家。 但由于过
去路难行，很多投资商“望路兴叹”，来
一拨走一拨。 “路修美了，我们更加坚
定了走农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实现乡村
振兴。 现在来村里考察投资及游玩的
人明显多了，我相信，过不了几年，一
定实现共同富裕。 ”

短短 1 年时间， 这条路从 “肠梗

阻”变成“发展路”，进展之所以如此高
效，李文斌这样总结：得益于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 兄弟部门的密切协
作、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有一支敢打
硬仗能打硬仗的公路人才队伍， 还得
益于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事实也是如此。
负责此次环境保障工作的汉滨区

吉河镇干部张杰介绍：“本次拆迁涉及
房屋 9 栋 14 户共计 2552 平方米 ，杆
线迁改 111 根， 我们镇上集中精兵强
将，全力做好环境保障工作，仅用半个
月时间就给项目部交付建设用地 70
多亩，5 个月就完成了所有拆迁任务。”

胡兆忠跟儿子住在一起， 当工作
人员上门告诉他旁边的老房子要拆
迁， 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修路是一件
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支持！ ”

儿子的院子也被公路占去一半 ，
规整的长方形变成窄小的三角形。 为
让老人一家安全通行及舒适， 项目部
免费把院子整体加高， 并在房子隔壁
专门建了一个安装金属护栏的小院，
可停车、放置杂物。 现在，门前的路已
拓宽到 12 米，之前的急弯也被改造成
了直线，“再不用担心安全事故了，想
得比我自己都周到！ ”

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 尽可能满
足群众的合理诉求， 把工作做实做细
做到老百姓心里去， 就能得到他们的
全力支持。 李文斌总结这是做好一切
工作的制胜法宝。

此项工程不仅改善了公路通行条
件，通过同步实施道路污水入管网、再
净化，以及美化亮化，也更好地保护了
水源， 达到了环保与发展双促双赢的
效果。 崔世富直言，安康许多道路均临
水而建， 为满足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
展， 现有公路网提升将逐渐提上议事
日程。 此项工程的顺利竣工，必对安康
乃至陕南水源地公路改造提升具有标
杆意义。

事实上， 从该项目实施的绿色发
展理念以及实现的多个“首次”来看，
这是安康公路人根植绿色发展理念的
成果，也是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新
作为的成果。 对于正在加快建成西北
生态经济强市和聚力建设幸福安康来
说，需要更多这样的“成果”。 从这个角
度来看，其样本意义又不止于道路。

安康日报社 宣

面对去年罕见秋汛造成冬小麦晚播期
长、晚播面积大、苗情普遍较差等前所未有
的挑战，山西夏粮生产实现同比增长。 来之
不易的丰收背后是山西全力以赴抓好粮食
生产，牢牢稳住粮食安全这个“压舱石”的生
动实践。

“水淹田”变良田

7 月中旬，河津市连伯村种粮户陈永民
家的地里，20 多天前小麦收割后，他就马不
停蹄地种下了玉米，如今玉米已经长了近 1
米高。陈永民说，连伯村受去年秋汛影响大，
地里积水严重， 小麦播种时间推迟了近 50
天。 “原本已经放弃播种了，多亏政府帮忙，
及时组织排水， 还免费提供种子和地膜。 ”
陈永民说。

“从施肥打药到防病治虫，农技人员经
常来地头指导。 ” 连伯村种粮户吴喜清说，
今年他家小麦亩产达到了 1000 多斤， 比往
年还高出 200 斤。 小麦每斤收购价格 1 块
5，也比去年高了 4 毛钱。

连伯村种粮户的经历是山西克服秋汛
对小麦生产的不利影响， 稳粮夺丰收的缩
影。 山西去年遭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秋
汛，小麦播种时间比常年推迟约 20 天，个别
地区甚至推迟近 2 个月。山西各地积极发放
各类救灾物资， 组织群众进行农田排水，成
立专家组、调配农机全力开展抢时播种。 山
西省委农办专职副主任张软斌说，尽管去年
遭受严重秋汛影响， 冬小麦晚播比例大，但
由于加强了以“促弱转壮、一喷三防”为重点
的田间管理， 促进了小麦生产赶上常年水
平。

“这是‘抢回来’的好收成。 ”运城盐湖
区解州镇西辛庄村种粮大户赵月伴告诉记
者，自己流转 1300 亩土地，去年小麦亩产约
1100 斤， 今年当地有针对性地加大喷药施
肥、防病、防虫、防干热风作业，小麦产量相
比往年有很大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 7 月发
布的粮食产量调查， 全省夏粮总产量 245.2
万吨，比上年增加 1.83 万吨，增长 0.75%。全
省夏粮单位面积产量 305.52 公斤/亩，比上
年增加 3.3 公斤/亩，增长 1.09%，夏粮亩产
创历史新高。

亩产屡创新高背后的“密码”

6 月末，在位于永济市的一家种子公司
院内，多个品种的麦粒陆续装满货车。 公司
负责人马璐说，经过分选、称重后发现，同一
品种小麦的千粒重显著增加。 “同样体积的
一车小麦今年可以达到 16 吨， 比去年高出
3 吨。 ”马璐说，这背后是科技的力量。

在翼城县唐兴镇的水肥一体化绿色高
产栽培技术试验田里，山西农业大学的博士
生仝锦说，冬小麦播种后，科研团队和企业

就开始跟踪研究试验田的苗情，精准指导种
粮户针对冬小麦弱苗在生长发育各个时期
的具体管理措施，精细化制定农药的配比和
确定喷洒时间。

今年以来 ， 山西组织农业科技人员
3750 余人， 深入一线帮助解决农业生产难
题。 走在山西夏粮主产区的运城市、临汾市
的田间地头，经常能见到农业科技人员的身
影，他们制作小麦苗情表、分布图，帮助种粮
户解决晚播小麦遇到的难题。

在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小麦单产纪
录在不断刷新。 6 月 14 日， 在永济市董村
“济麦 38”高产示范田，山西省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组织相关专家测量结果显示，平
均亩产 834.78 公斤， 创山西省小麦高产新
纪录。 6 月 18 日， 在翼城县唐兴镇东关村
“耕播优化水肥精量绿色高产栽培技术”示
范田，来自农业农村部及山西省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测产，小麦
亩产达 855.13 公斤， 再次刷新山西省小麦
最高单产纪录。

“田保姆”稳端粮食饭碗

“三夏”时节，走进翼城县的农田里，除
了大型农机作业外， 几乎见不到农民的身
影。 70 岁的种粮户董孝礼到农田边走一圈，
看一眼，显得格外轻松。满目金黄的麦田里，
小麦的收割、运输交给合作社来托管。

“我的 30 亩地从采购种子、化肥，到除
草、打药、耕地，再到收获、运输，全都有人管
起来了。”董孝礼说，夏收时节不需要全家老
少一起上阵了。

翼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辛树盛说，去年
的秋汛导致全县农作物受灾面积 18 万亩，
积水农田 1.2 万亩。 依托近年来形成的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体系， 县财政补贴 1300 余万
元， 通过农业生产托管组织， 抢种冬小麦
22.26 万亩，稳住了冬小麦的种植面积。

山西夏粮主产区的乡镇干部告诉记者，
今年春耕期间， 针对小麦弱苗偏多问题，在
小麦不同生育期集中实施喷肥作业，时间紧
任务重，如果没有已经形成规模的社会化服
务网络，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实
施的。

走在晋南的田间地头，记者发现一些没
有来得及种上小麦的农田，都在推进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 多个产粮大县的干部说，
如果一家一户靠群众来自发完成，可能性很
低，现在由托管组织把土地托管起来，可以
挑出最合适的地块实施复合种植。

通过生产托管加快推广新技术、 新品
种、新机具、新模式，今年山西全年生产托管
面积可达 3000 万亩。 昔日每家每户分散种
植的黄土地正搭上专业化、现代化的快车获
得喜人的好收成。

（新华社太原 7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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