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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
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这首歌颂安康八一水库建设者
们战天斗地的诗歌， 虽只有短短 6 行，简
简单单的 33 个字， 如今读来依旧能感受
到战天斗地、气吞山河的气势，得到文学
大家郭沫若、艾青的高度评价，被选入郭
沫若、周杨选编的《红旗歌谣》三百首压卷
之作。 1961 年，被北京出版社选入北京中
学生《语文》试用课本，继而被选入当时全
国中、小学通用教材。

1958 年， 由 3 万余名民兵和退役军
人等组成安康农业八一基建团，在当地政
府的带领下， 于富家河源头下游 38.5 公
里处动工修建安康市最大的八一水库蓄
水工程。 保障下游 80 余个行政村群众的
生产生活用水，10 万亩的农田将灌溉受
益。

在建设期间，面对地质复杂、工程量
大、条件艰苦、天气恶劣等重重考验，基建
团的建设者们没有畏惧， 凭着人力和畜
力 等 原 始 工 具 进 行 施 工 ， 劳 动 强 度
大 ，劳动效率低 。 冬天北风呼啸 ，滴水
成冰，乡亲们和水利建设者们很多人都吃
不饱，也有饿着肚子出工的人，男女老少
几千人一起上阵， 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
青年突击队、铁姑娘排、退役军人冲锋队、
父子“工棚”、夫妻“工棚”、爆破手、石匠排

齐上阵， 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声
音高亢，催人奋进。乡亲们分工明确，秩序
井然：有的刨土，有的铲土，有的打夯，有
的用人力车、畜力车往坝上运土，还有的
肩挑背扛……到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
的忙碌景象。

当时，经济困乏、物资紧张，广大建设
者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用小推车、铁
锹、竹筐等原始工具，靠着肩挑背扛，几千
人在荒山野岭间施工，跨越 29 个山头、经
过 75 处险崖， 穿过 17 个隧洞， 绕过 23
道河湾 ，全长 32 公里的盘山渠道竣工
通 水 。 他 们 靠 的 是 坚 定 的 信 念 和 毅
力 ，他们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 ， “可上九
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以愚公移山、
精卫填海的精神，克服种种艰险，改造了
山河。 这种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感
染了一代又一代人，建成的八一水库惠及
万民、造福子孙。

在建设大军中，有一群巾帼不让须眉
的姑娘们格外惹眼，她们是由当地女民兵
组成的一支队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铁姑
娘。 她们中既有豆蔻少女，也有已为人母
的妈妈，白天和男人们一样肩扛手推干体
力活，晚上抢着帮忙洗碗、做饭、洗衣，不
知疲惫。 看到大家因饥寒交迫、身体疲乏
的样子， 铁姑娘们将自己的疲惫置之度
外，劳动之余组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文娱活动，提高大家的战斗力、凝聚力。通
过举办赛诗会、合唱比赛、快板、顺口溜等
大大鼓舞了士气，活跃了气氛。 她们不比
身材、不比容颜，却比谁抗的石头更重，谁
能把十几公斤的大铁锤抡得更久。双手磨
出血泡，脸颊写满沧桑，昔日白皙的容颜
也变成了古铜色。她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
大家的尊重和认可。

这首口口相传的“我来了”就诞生于
赛诗会上。 “我来了”把人们自豪、自信写
到极处，真是革命的浪漫乐观主义精神的
再现。

退役军人们在建设中更是不甘示弱，
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中国军人
本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哪里的活最重、最
难、最危险，那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大冬
天，寒风刺骨，战士们脱掉上衣 ，光着手
臂，在寒风中挥汗如雨，那种热火朝天的
景象令人震撼。刘建国是水库建设过程中
牺牲的 50 多人中的一员。 年仅 20 出头，
退役后接到了任务，他甚至没来得及赶回
家看一眼年迈的母亲，匆匆给家里发了份
电报，便和战友们一起投入到八一水库建
设洪流中。他每天和战友们一起冒着严寒
酷暑开山炸石、推车刨土，在一次劳动中
不幸被落石砸中，壮烈牺牲。

像这样的故事在修建八一水库的过
程中数不胜数，牺牲的 50 多人中，有年轻

战士、有少女、有老人、有普通民工、有国
家干部。春去秋来，时光流转，他们勇于担
当、战天斗地的精神如同八一水库的水一
样，永远流淌在人们心间。 《陕西日报》曾
以“高峡出平湖”为题对安康这个最大的
水利工程进行了报道，向全国展示了安康
八一水库建设时的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
人定胜天的精神。

1988 年起，在原八一水库的基础上，
修建了黄石滩水库。 这座运行了 60 多年
的水库，为汉滨区工农业生产创造出巨大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成为汉滨水利一颗璀璨的明
珠。

《我来了》 的作者是安康日报社已故
记者于帮彦，他虽然已去世，但这首词是
留给后人的一笔重要的财富。

时过境迁，《我来了》这首红色经典水
利歌曲依然鼓励着一代又一代水利人，在
新时期的水利建设征途上， 继续艰苦奋
斗、自力更生、吃苦耐劳，团结协作，无私
奉献， 建设和树立更多更好的水利丰碑，
福祉人民。

本报讯（通讯员 刘蕾）近日，紫阳县红椿镇组织干部、派出所民警、
卫生院医护人员、 应急民兵连民兵及部分群众等开展防汛防滑应急救
援演练。

此次应急救援演练背景设定为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 该镇累计
降雨量达到 150 毫米以上， 且每小时降雨量仍保持在 40 毫米以上，需
要及时撤离并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开始，
该镇防汛值班室接到预警监测员险情报告后， 迅速将情况报告防汛防
滑指挥部，随后指挥部立即召开会商研判会，并启动《红椿镇 2023 年防
汛防滑应急演练方案》，采取抢险救援措施。 各分队迅速集结、闻令而
动、各司其职，完成鸣锣预警、入户劝离、现场指挥、转移安置、交通保
障、医疗救治等多个环节演练。 本轮演练立足实际，以演促练、以练促
战，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防汛防滑安全意识，有效提升队伍整体应
变救援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张研研）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今年以来，旬阳神河镇以文化振兴为契机，以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
抓手，以发展特色产业为目标，将神河镇打造成为生态和谐、产业兴旺、
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乡风文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镇。

和美乡村建设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该镇狠抓文化振兴，以高标准、
多形式、惠民生的举措，将文化振兴落地落实。 神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的建成不仅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可以享受体检、义诊、
康养等生活保健服务；文化大舞台的建设，解决群众对于文化娱乐活动
场地的需求；农家书屋和党报阅报栏的投用，将党的政策理论第一时间
传递到千家万户。同时，神河镇组织开展汉调二黄培训 60 人次，放映公
益电影 80 余次，定期组织太极拳培训活动，以切实行动提高群众幸福
指数，焕发乡村文明新风貌。

人居环境整治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巩固衔接工
作中“生态振兴”、“生态宜居”的重要要求。 该镇以“扫干净、摆整齐、改
旱厕、清污淤”引导，先后开展四批次的人居环境整治“评星授牌”评选
活动，积极地调动了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有效助推全镇环
境面貌的改善；并通过落实河长制，维护神河流域内 3 条河流的河岸河
道水清岸美。

本报讯（通讯员 戴新成）近日，石泉县城关镇老年协
会、老年人体育协会、向阳社区、向阳社区文体协会联合举
办老年人体育健身趣味运动会。

运动会启动仪式上，向阳社区文体协会表演的秧歌舞、
百人神鹤操、 广场舞 《活力中国》《又见东方红》《手杖操》
……赢得了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150 余名老年人参与的托
乒乓球、二人三足健步走、仿保龄球、竞走接力赛等项目激
发了队员们热情，触发了现场的加油声、欢呼声。 其他社区
老体协代表观摩了活动。

据了解，此次运动会以村（社区）为单位，将于近期开展
20 余场乡村振兴老年人体育系列运动会， 引导广大老年人
走出家门，选择一次活动，加入一个团队，享受一种快乐，收
获一份健康，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更加健康的体魄，更加昂
扬的斗志，为自身健康“加油”，为乡村振兴助力。

本报讯（通讯员 胡自云）“老人家，您好，我们是江北街道残联工作
人员，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了汉滨区中医医院医务人员上门为您进行残
疾鉴定，您就不用麻烦跑一趟啦！”为解决因常年卧床不起、行动不便等
特殊原因无法前往定点医院办理残疾人证的难题， 确保残疾人优惠政
策全面落实。近日，汉滨区江北街道残联联合汉滨区中医医院在辖区开
展上门评残行动，将办证窗口延伸到困难群众家中。

据了解， 此次上门评残服务的 20 名对象均为无生活自理能力、长
期卧床、行动不便的疑似重度肢体残疾群众。 每到一户，鉴定医师细致
查看残疾人的身体状况、病历资料，仔细询问其病史及致残原因，结合
残疾人当前的实际身体状况进行等级评定， 给予残疾人及亲属专业的
康复建议和指导。

一首经典诗歌传递的水利情怀
□ 李永明

温暖送到群众家

红椿镇开展防汛防滑
应急救援演练

神河镇凝心聚力推进
和美乡村建设

石泉开展老年人健身趣味运动会

古树名木作为大自然的宝贵资
源，见证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承载着
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 在岚皋县民
主镇五一村一组就有一棵大樟树 ，
青山环抱间， 这株古樟树舒展着高
大魁梧的躯干， 用一树青翠装点着
深山村落。

据当地村民介绍， 此樟树有着

700 余岁“高龄”，树干需要四、五个
成年人伸开双手才能合抱。 在 1999
年时，整棵树莫名其妙的枯死，树叶
全部掉落， 两年后竟然奇迹般的复
活了。

如今， 这棵百年古樟再次焕发
出它独特迷人的绿， 为单调的小村
增添了色彩， 让游子们厚重的乡愁
中有了翠绿、伟岸的形象。 近年来，
岚皋县林业局和当地镇政府采取措
施保护百年古樟，让古树更“古”，让
名木更“名”，辉映小村生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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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赵明珠)随着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养老服务需求
不断扩大，为拓宽广大群众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素质。 近日，宁陕
县金川镇举办首期养老护理培训班， 辖区 130 余名群众参加了集中培
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 11 天，共 90 课时，培训主要围绕养老护理
员职业守则、基础照护、康复服务、急救常识、心理护理等方面进行集中
授课。 老师通过知识点讲解、视频观看、示范操作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教学方式，帮助学员们掌握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操作技能。 培训结束后，对参训人员进行理论和现场实操考核，并为成
绩合格者颁发养老护理员证书。

“在这几天的培训学习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老年人护理知识、急
救方法，以后不仅可以利用所学护理技能照顾家里老人，还可以外出务
工从事家政服务。 ”参训人员何友芝说。

齐抓共管筑牢
防溺水“安全网”

本报讯（通讯员 刘玉萍）“最近天气炎热，娃儿放学后要直接回家，
千万不要下河玩水，作为家长不要整天只想着赚钱，也要多花精力和时
间在娃儿身上，千万不要等到发生了意外才追悔莫及。 ”镇坪县牛头店
镇水晶坪村党支部书记周仁恩提醒村民。近日，牛头店镇各村敲门入户
开展普及宣传防溺水知识。

5 月气温逐渐攀升，溺水事故进入易发、多发期。 为切实做好未成
年人防溺水工作，遏制溺水事故的发生，牛头店镇高度重视，积极开展
防溺水工作，通过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常态化巡查等方式，切实将防溺
水工作抓早抓细抓实。

以“早”推进压责任。该镇及时组织召开 2023 年防溺水工作部署会
议，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主动作为，措施上全面到位。 强化镇、
村、学校、家庭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构建任务具体、责任到人、环环相扣
的“责任链”，齐抓共管，坚决筑牢防溺水“安全墙”。

以“严”排查强保障。全镇各村迅速开展危险水域摸排登记工作，建
立台账，对留守儿童、特殊人群等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网格化包保责任
体系，排查危险隐患 7 处并设置警示标志及应急电话，放置竹竿、救生
绳等救援工具。 同时，组建了由党员干部、网格员及公益岗构成的巡河
队伍 7 个，强化了防溺水监管保障。

以“教”宣传提意识。该镇以微信公众号、村民群、大喇叭、院坝会和
中小学校为载体， 通过制作发放 《牛头店镇致全体学生和家长的一封
信》、到校督导强化系列宣传教育、党员干部入户走访、家长会议、立警
示牌、挂横幅等形式，强化“四维联防”机制，全方位开展教育宣传，让防
溺水安全教育入耳入脑。

以“巡”走访稳平安。该镇按照“生命至上”的原则，强化村级巡河队
伍防救知识培训和责任担当，联合学校、家庭做好未成年人防溺水常态
化巡查，高密度、无死角地持续开展摸排整改及巡查行动，重点对上下
学、周末、节假日、高温天气等重点时段的重点水域巡查看管，切实做好
“管好水、看住人”。

养老护理培训助力
“老有颐养”幸福长


